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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票数超1900万
“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网络投票截止

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
“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寻找
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活动自10月18
日启动以来，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大
家纷纷为自己感兴趣的地标投票。此
外，不少文化名人、演员也为“成渝文
旅新地标”打call，其中成都杜甫草堂
博物馆人气颇高。

日前，得知“成渝文旅新地标”活
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中国诗词大会》
第四季冠军陈更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后，推荐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和重
庆市奉节县的橙园。她说：“这两个地
方最能激发我的古今之思，我在细读
关于杜甫的传记时发现，这两个地方
在杜甫的生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当年的草堂十分简陋，但在陈更
看来，这简陋的草堂让忧国忧民的杜
甫得以诗意地栖居。杜甫的代表作之
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茅屋，可
以从如今的杜甫草堂一窥究竟。那茅
草被风吹落，飞到了杜甫的诗篇里。
也是从这间草堂里，杜甫步出院门，拜
会了武侯祠，归来后写下了“三顾频烦
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而那场春
夜喜雨的雨，也是滴落在草堂的院子

里，“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在草堂
中为“何为君子”这个千古问题又添一
笔答案，描绘了他心中的君子人格；又
是在这草堂的墙壁上层开了一扇小
窗，杜甫从中看到了“窗含西岭千秋
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为安史之乱的
结束、和平通畅的到来而喜悦。

如今很多人都知道，重庆奉节的
橙子甘美无双，其实杜甫与奉节的橙
园很有渊源。当年，杜甫流浪至此，曾
有好心人赠予他40亩橙园，又赠给他
长工与婢女。“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
直北是长安”，但甜美的橙子留不住

“孤舟一系故园心”的杜甫，他终于启
程乘舟北上。一生“穷年忧黎元，叹息

肠内热”的杜甫，临走之前也没有把这
橙园换成盘缠，而是赠予他人。

在重庆奉节，杜甫曾在某一座望
江楼上日夜独坐。他在晨曦的微光中
独坐，“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
翠微”；他在静夜的月色中独坐，“请看
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不知
为什么，在成都时，岁月无波，他却很
少追忆往事，忙着看花，“黄四娘家花
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忙着享受天
伦之乐，“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
作钓钩”。但长江水滔滔而过，却以某
种方式冲破了他的记忆闸门。他将一
生，都概括在《秋兴八首·其三》的那两
句“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
违”之中。

聊到这里，陈更忍不住感叹：“我真
想在一个深秋的黄昏去奉节的江边，看
看杜甫笔下的‘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
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
云接地阴’究竟是什么样的景致。”

谈及寻找“成渝文旅新地标”活动
的意义，陈更说，“寻找成渝文旅新地
标”活动为大家打开视野，找到旅行的
意义，在旅行的路上与古人穿越时间
的烟云相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活动特别报道

入围“2021四川十大美食地标”

绵阳木龙观红萝卜
在唐朝就是供品

截至11月25日24：00，由封面
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国际范、
中国味、巴蜀韵——寻找2021成渝
文旅新地标”评选活动网络投票通
道正式关闭。绵阳市游仙区忠兴
镇木龙观村红萝卜（木龙观胡萝
卜）入围子榜单“2021四川十大美
食地标”。

当地有一句老话：“离了红萝
卜不成席。”在忠兴镇木龙观村，红
萝卜种植已有上千年历史，在唐朝
就是供品。2012年，木龙观红萝卜
通过国家质检总局认证，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国绿色食品
认证”称号。

“还有一个多月就上市了。”11
月16日上午，木龙观村党委书记卢
飞来到种植基地查看红萝卜的长
势。当初，在外开公司的他选择回
乡创业，成立专业合作社种植红萝
卜，带领当地老百姓致富。

据卢飞介绍，当地采用传统种
植方法种植红萝卜，每年8月下种，
下种前施一次有机肥，红萝卜苗长
出后要进行一次匀苗。“把长得壮
的苗留下，保证红萝卜的质量。”他
说，目前红萝卜已进入快速生长
期，12月中下旬将大面积上市。

卢飞说，木龙观红萝卜具有根
直、无歧根、根毛及裂根，表皮光滑
心细、外观鲜红等特点，闻之味淡，
熟食香味扑鼻，口感细腻。“红萝卜
成熟后，拔起来洗干净后就能直接
吃，味道略带甜味，清香脆嫩，余香
幽幽，回味无穷。”他说。

木龙观村位于绵阳市游仙区
忠兴镇，处于凤忠河、芙蓉溪河的
交汇处。每年河流涨水，都会带来
红萝卜生长所需的微生物。

卢飞说，木龙观村种植红萝卜
的历史悠久，据资料考证，唐朝时，
木龙观红萝卜就是贡品。

卢飞说，木龙观红萝卜种植带
动了当地老百姓增收，同时也为其
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思路。2019
年合乡并村后，木龙观村的面积增
加了1倍，除了种植红萝卜外，村里
还建起了杨梅基地、稻虾种养殖基
地。目前，村里正在凤忠河上修建
一座宽约10米的大桥，实现村子之
间的互通，为后期的农家乐发展打
下基础。

据卢飞介绍，合作社以种植、
加工、销售、宣传等服务为主，提供
农机、农技、植保等社会化服务和
电商网络销售等。目前，木龙观红
萝卜已推向网络销售平台，品牌包
装提升附加值，通过产品礼盒包装
运用电商渠道销售推广。同时，通
过举办农事采收节等活动，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休闲观光，实现了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卢飞表示，他们还将对木龙观
红萝卜进行深加工，提高红萝卜的保
质期，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得更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姚茂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从古至今，巴蜀大地上散落着无

数文化和旅游宝藏。如今，许多文旅
地标已被大众熟知，探访的人络绎不
绝，但仍有部分饱经岁月沉淀的文旅
场所，其背后的历史故事鲜为人知，去
探寻和发现新的文旅地标，就显得格
外重要。

10月18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主办的“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
——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评选
活动正式开启，并于10月25日放出
2021年最新成渝地区文旅新地标榜
单，开启网络投票通道，邀请广大网友
为自己喜爱的成渝文旅新地标投票、
打CALL。

截至11月25日24：00，“寻找2021
成渝文旅新地标”网络投票通道正式
关闭。为期一个月的网络投票，6个榜
单总共收到了超1900万票（19347883
票）。从投票中能够感受到，这批成渝
文旅地标收获了满满人气。

其中，各个榜单的投票情况如下：
主榜单“2021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的
总票数为1249826票；子榜单“2021四
川 十 大 美 食 地 标 ”的 总 票 数 为
14613680票，“2021成渝潮流新地标
TOP50”的总票数为744071票，“2021
成渝城市更新十大地标”的总票数为
513476票，“2021成渝十大文旅领军
人物”的总票数为1356498票，“2021
成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的总票数为
870332票。

哪类地标最受好评？
“面子”和“里子”缺一不可

巴蜀大地经过数千年的岁月沉
淀，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化宝藏和优
美风景。如果说巴蜀大地上的风景是

一串璀璨的项链，那一步一景、一街一
巷，皆是璀璨项链上的耀目瑰宝。

在此次“寻找2021成渝文旅新地
标”的6个榜单中，成百上千的成渝文
旅地标汇集于此。在浩如烟海的投票
选项中，哪类地标得到了网友的青
睐？细看每个榜单的人气“选手”就能
发现，那可是“面子”和“里子”都不能
少，令人陶醉的风景和深厚的历史文
化积淀，缺一不可。

在主榜单“2021成渝十大文旅新
地标”中，位列前茅的地标就是最好的
证明。譬如，人气居高不下的“安岳石
刻”，其宋代石窟造型达到中国石窟艺
术的巅峰，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此
外，该地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体
现出了丰富而又浓郁的历史气息，更
入选了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外，同在榜单中的“兴文石海”，
不仅集三大喀斯特地质奇观于一体，
同时历史文化底蕴也十分深厚，神秘
独特的古僰人历史文化和保留蚩尤遗
风的原生态苗族风情，共同构成了一
幅完美的自然山水人文画卷。徜徉在
这些文旅地标中，不仅是视觉的享受，
也能收获关于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
的丰富知识。

哪个榜单人气最旺？
还得看“吃货”的力量

把目光从单个的地标中抽离，转
向不同类型的地标榜单时，哪个榜单
的人气最旺？毫无疑问，自然是吸引
了众多“吃货”的子榜单——“2021四
川十大美食地标”。

红原牦牛奶粉、郫县豆瓣、中江挂
面、东坡肘子、东坡泡菜、安岳柠檬、五
通桥豆腐乳……看到这些人气满满的
选项时，是不是觉得口舌生津？据悉，
自10月29日起，该榜单可通过微信页
面直接参与投票后，票数如雨后春笋
般疯涨，登上6大榜单的“票数之王”。
各地网友轮番PK，将家乡特产美食纷
纷送上榜单，“你一票我一票，家乡美
食就出道”，网友们为自己家乡美食打
起CALL来热情高涨。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评选分为推
荐、初选、线上投票、专家评审4个阶
段。在线上投票通道关闭后，将进入
专家评审环节。专家评审将从文化内
涵、旅游标识、艺术审美、创新创造、社
会影响5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对入围
新地标进行综合评分。其中，专家评
分占最终评分的70%，另外30%来自公
众投票。两项分数相加，最终评选出

“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的主榜单和子
榜单。

《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冠军陈更：

杜甫草堂与奉节橙园最能激发我的古今之思

6个榜单总共收到
19347883票

主榜单

2021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
总票数为1249826票

子榜单

2021四川十大美食地标
总票数为14613680票

2021成渝潮流新地标TOP50
总票数为744071票

2021成渝城市更新十大地标
总票数为513476票

2021成渝十大文旅领军人物
总票数为1356498票

2021成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
总票数为870332票

《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冠军陈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