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四川冬季旅游
再次火出圈：雅安王岗坪景区冰雪活动亮
相央视，甘孜州海螺沟角峰冰瀑的壮美景
观入选中国国家地理“最美观景拍摄点”。

冬游四川正当时。目前，由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举办的“迎冬奥 冬游四川
上封面”暨“四川十大冬游胜地”系列评选
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赢免费冬季旅游
产品、分享旅途精彩故事、为四川冬游胜
地打call……随着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
不少网友主动加入，点燃冬季旅游热情。
截至1月9日晚上8点，评选活动总票数
已超过160万。

榜单竞争激烈
叙永罗汉林“黑马”成色十足

自2021年12月30日“四川十大冬
游胜地”评选活动投票通道开启以来，竞
争异常激烈。由稻城亚丁、格萨尔王城、
海螺沟领衔的“甘孜军团”和以广元曾家
山滑雪场、峨眉山灵秀温泉、广安邻水五
华山等为首的“网红”景区你追我赶，排名
交替上升。截至1月9日晚上8点，评选
活动线上总票数已突破160万。

截至目前，此次评选活动的最大“黑

马”是来自川南地区的泸州叙永罗汉林。
1月6日，叙永罗汉林突然发力，一举冲上
了榜首。截至9日晚8点，叙永罗汉林以
611873票继续位居榜首，遥遥领先。暂
列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峨眉山灵秀温泉和
稻城亚丁景区则进入胶着状态，得票均超
过11万票。

叙永罗汉林为什么这么火？“最近几
天，感觉泸州人都在为它投票。”一位家住
泸州市区的网友说，最近几天，为叙永罗
汉林拉票的信息在朋友圈持续刷屏，大家
都在积极拉票。

不仅人气火爆，叙永罗汉林也是实力
担当。罗汉林是泸州之巅，峰峦重叠，岭
谷相间，景色迷人，目前正在打造魅力冰
雪旅游路线，建设有云端冰雪场，开发了
各类冰雪运动产品，助推冰雪运动发展。

不仅榜单前十竞争激烈，多个景区积
极拉票，人气也持续上升。上周，彝海景
区持续发力，目前排名已上升到第11位，
票数超过早前排名靠前的瓦屋山景区。
彝海景区位于凉山州冕宁县，景区面积
32.2平方公里，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省级风景名胜区与省级文物保护区，
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民族团
结教育示范基地及全国国防教育基地。

据了解，为方便网友投票，主办方在
封面新闻APP首页增设了“冬游胜地投
票”悬浮球链接，网友登录后可直接点击

进入投票。此外，网友仍可在微信页面上
投票，客户端票数和微信票数可叠加。

免费送福利
甘孜、雅安、绵阳“组团”送票

为了让网友冬游四川更尽兴，在“迎
冬奥 冬游四川上封面”暨“四川十大冬游
胜地”系列评选活动“免费游”板块中，封
面新闻联合四川各大知名景区持续为网
友送福利。

1月5日，封面新闻联合雅安蒙顶山、
王岗坪、二郎山喇叭河景区，组团为封面新
闻APP新用户送票，1月6日联合甘孜州巴
塘措普沟、甲居藏寨等7大景区为用户送门
票，1月7日联合绵阳九皇山景区、北川维
斯特农业休闲旅游区送上门票、温泉票。

此次集中送福利活动，受到了封面新
闻APP用户一致好评和点赞。“很巴适，
用积分兑换了温泉票，准备过几天就去体
验。”网友陈先生说，他是封面新闻APP
的老用户，期待能参与更多冬游四川的活
动。封面新闻APP新用户黄女士则抽中
了二郎山喇叭河门票。“听说喇叭河景区
的风景很美，春节前正好错峰出游，自驾
带家人去看看。”她说。

“免费游”活动也受到四川相关文旅
部门点赞。“现在正是来甘孜看雪山的最
佳季节，我在甘孜等你来打卡。”甘孜州政
协副主席、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洪说：“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恰逢其时，在北京冬奥会举办之际，能让
更多人了解甘孜乃至四川各地的冬季旅
游资源。”

记者了解到，封面新闻将持续为新老
用户送福利，接下来，峨眉山、凉山专场送
票活动即将上线。赶紧下载封面新闻
APP，一起玩转四川冬季旅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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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甘孜、雅安、绵阳景区轮番“组团”送门票

“四川十大冬游胜地”网络投票数破160万

从王岗坪眺望“蜀山之王”贡嘎山。
图据四川省文旅厅微信公众号

泸州叙永罗汉林云端冰雪场。图据泸州之巅罗汉林微信公众号

两辆大货车，一辆拉着测绘装备，一
辆拉着野外生活物品，向着无人区进发。
他们的路程，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到
了2022年；他们的脚印，遍布了沙漠、山
川、高原。从简单的望远镜、标尺、指南
针，到现在的卫星接收仪器，不变的是用
脚印，去测量祖国的山山水水。

随着四川五大山峰测量工作的开展，
大地测量职业逐渐进入大家的视野。近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对话四川
省第一测绘工程院测量队员，带大家了解
这个“去没人去过的地方”的职业。

高原上的测量
风雪中守住卫星信号
靠一张电热毯取暖

大地测量高原作业一般选在夏季，因
为夏季高原气温相对较高，氧气相对充
足。但四川五大山峰测量工作任务繁重，
深冬时节，四川省第一测绘工程院测量队
员便兵分五路，前往贡嘎山、四姑娘山、仙
乃日山、雀儿山、格聂山。

测量队员程丕和邱东平在贡嘎山测
量组，当地海拔3500米以上，早晚气温都
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中午约1摄氏度。

住地取暖设备十分简陋。“晚上取暖
靠电热毯，太冷了，前3天晚上都没怎么
睡着。”程丕穿的衣服根本顶不住寒风，他
又临时买了一顶帽子。

每天早上7点过起床，驾驶员先把车
子预热，然后大家开始准备早餐。等天亮
了，能通过测量仪器看清楚标尺后，测量
队员就前往测量点开始作业。

点位是出发前内业人员确定的。“需
要收集的资料有一个影像，影像上有确定
位置，我们要实地找到它，还要看周边的
环境是否满足测量条件。”邱东平说，测量
要求的点位最好不要更换，因为测量位置
直接影响到数据的精度。

正是秉承着对数据精度的要求，测量
队员必须承受野外作业的不确定因素：点
位在哪里，人就必须到哪里，有些点位甚
至在一些地形险恶的地方。“这次很多点
位在雪地里，我们至少要在雪地里站4个
小时守着仪器。”程丕说。

这次五大山峰测量，每个点位测量时
间要求不少于4个小时，队员们找准点位
架好仪器后，需要守在仪器旁，防止大风、
偶尔过往的行人或牲畜撞倒仪器。

无人区的测量
有房子住就不算苦
扎帐篷守仪器是常态

对于这次五大山峰测量的体验，队员
们都说“不是最辛苦的”，他们笑称至少有
房子住。对于大地测量员来说，去没人的
地方测量是常态。

程丕说，有的测量项目需要四天四

夜，吃住睡全在点位上，只能吃干粮。去
的地方大多海拔高、气温低，遇到下雪时，
有时帐篷都会被雪掩埋一半。

邱东平当年报考大地测量专业的初
衷，是想去看看壮美的大地山河，从业以
后才知道是真的“苦”。

1993年大学毕业后，邱东平被安排
前往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城，给钻井队建控
制网。

“两辆大货车，一辆拉着测绘装备，一
辆拉着野外生活物品，向着无人区进发。
吃的、工作用的、晚上取暖的都是靠肩挑背
扛。”几年的大地工作测量下来，邱东平真

正体会到了老师说过的话：“我们学大地测
量，就是世人没有去的地方，我们要先
去！”

邱东平对这句话印象很深，无论是刚
参加工作，还是现在都是这样，“有人常去
的地方我们要去，没有人去的地方我们也
要去。”

习惯野外生活
全年200多天在外
陪伴家人时格外珍惜

四川省第一测绘工程院以前曾组建
了女子测量队，因为工作太辛苦，后来解
散了，只留下一群“大老爷们”。

邱东平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工作，他
说，有时也要抱怨，但每次都咬咬牙，鼓励
自己坚持，再坚持。

对于测量队员来说，一年在外的时间
一般不低于200天，没有节假日。“做测绘
工作这么多年，对家庭亏欠太多。”说到这
里，邱东平有点泪目。

每次外出作业时，一有信号，家人都
会给邱东平通话，说得最多的是“注意安
全，照顾好自己。”

接受记者采访时，程丕的女儿一直在
他身边缠着他，刚刚和她分别半个多月的
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说走就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杨博

实习生钟坤靓

“我为五山量身高”追踪

大地测量队员用脚丈量祖国山山水水：

没人去过的地方，我们要先去

测绘队员正在进行点位测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