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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苏定伟
南充顺庆区委宣传部供图

1月 18日，巴蜀文旅走廊“百城
行”采访活动走进南充市顺庆区。岁
末年初，顺庆区旅游放大招，吹响创建
天府旅游名县和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集结号”。
“顺庆作为南充主城区，三国文

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嘉陵江文化
等文旅资源丰富，旅游配套较完善，高
速、铁路、航空便捷，交通区位优势明
显，创建天府旅游名县顺庆有基础、有
条件、有实力。”顺庆区委书记蒲鹏程
道出了顺庆创建天府旅游名县和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内在“硬核”：做响
旅游品牌、塑造文旅形象、吸引外来游
客是重点，必须深入挖掘资源优势，打
好三国文化、红色文化、嘉陵江文化

“三张牌”，精心打造嘉陵江上游项目、
清晖阁项目，以及西巷文化商业街，打
造一批引爆点，推动文旅景观全域提
升、服务供给全域配套、乡村治理全域
覆盖、相关产业全域联动、发展成果全
民共享。

据了解，2021年底，顺庆区成立了
以区委书记、区长为双指挥长，其他县
级领导为副指挥长，相关部门、街道
（乡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双创 ”指
挥部，出台了“双创 ”行动方案，拟定三
张清单共251项任务，每项任务都落
实到具体的责任单位、完成时限，确保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蒲鹏程表示，创建天府旅游名县
和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是一场攻坚
战、突围战、荣誉战，全区上下务必树
立必胜信心、大胜决心、全胜雄心，以
舍我其谁的锐气、破釜沉舟的胆气、志
在必得的勇气，调动一切资源、动员一

切力量、采取一切措施，坚决打好创建
硬战。“推进过程中，将坚持县级领导
挂帅出征，真正做到一线研究、一线推
动、一线落实。责任单位要挂图作战，
把创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对本
单位承担的目标任务再细化、再实化、
再具体化，拿出目标清单、任务清单、
责任清单。”

顺庆区文广旅局局长欧维佳介
绍，作为文旅主管部门，倍感压力，但
更有信心。“创建工作距梦想仅有20
个月时间，将对照任务清单，组建工作
专班强力推进。”欧维佳表示，顺庆区
将统筹都市旅游、乡村旅游两大板块，
科学布局“一核一带三区”，即三国文
化为主体的旅游发展核、嘉陵江文化
为主线的生态旅游带、红色文化为主
题的传承示范区、丝绸文化为主调的
展销展演区和乡村文化为主导的观光
度假区，全面构建以城带乡、以乡促
城、城乡一体的文旅大融合、大发展新
格局。

三国文化源，千年顺庆府。
顺庆区将深挖文旅资源，培育文

旅IP，打造一批旅游引爆点，做大做强
一批特色文旅品牌，确定品牌LOGO，
积极培育规模大、水平高、带动强的文
旅产业园区，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
游景区和节庆品牌。深化“旅游+”战
略，持续推动旅游与农业、工业、教科、
体育、健康等行业融合发展，打造一批
体育旅游、科技旅游、森林康养、研学
旅游的示范基地，将七坪寨—四方寨
连片打造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全
力创建全省乡村振兴先进县、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品牌。依托
美丽乡村，充分植入乡村文化元素，
大力发展精品民宿、森林人家和家庭
型旅馆；挖掘地方风味小吃和美食佳
肴，推出绿色生态、特色民俗等菜系，
打造地方特色餐饮集聚区。建设城市
绿道景观小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文化特色的时尚性、实用性、便携
性旅游商品。

为成渝“双城圈”添翼

南充临江新区顺庆片区
蓄积腾飞新动能

2020年7月2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
正式批复设立南充临江新区。2021年
11月，南充临江新区上榜2021年全国城
市新区“五新”潜力50强，排名26位。

“规划建设面积占48%，经济总量达
到50%，顺庆片区是南充临江新区的主
阵地、主战场。”南充临江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顺庆片区管委会主任王波介绍，顺
庆片区作为南充临江新区的核心区，是
建设成渝北翼现代产业发展集聚区、国
家产城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嘉陵江流
域绿色发展引领区和四川东向北向开放
合作新高地的主战场，目前正在聚力打
造产业高地、文旅胜地、宜居福地。

2021年，临江新区顺庆片区共启动
项目69个，重点发展汽车汽配、电子信
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配套发展现代
物流、现代商贸等配套产业，已入驻企业
400余家。按照既定目标，到2025年，顺
庆片区地区生产总值要突破300亿元；到
2030年突破 600亿元，到 2035年突破
1000亿元。

王波介绍，临江新区顺庆片区重点
围绕临江中央公园、南充大学城、南充水
城等多个民生项目招引企业，践行“景城
一体”理念，高标准打造文旅胜地，最大
限度将招商引资成果体现在民生福祉
上。目前，南充大学城、临江中央公园等
文旅项目已成为投资热点，搬罾、荆溪等
地也水涨船高，生态环境、交通条件、产
业发展都有显著提升。“文旅产业发展起
来了，人口才能迅速集聚，我们的新区才
能成为宜居福地。”王波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 李兴罡

南充市的中心城区顺庆区，是巴蜀
文旅走廊“百城行”大型采访活动2022
年“百城行”首站，1月18日至19日，采
访团记者兵分三路，探寻全新时空坐标
上的顺庆故事。

一碗米粉开启美食探访
“非遗”擦亮顺庆旅游新名片

第一路记者，来到顺庆金牌米粉
店。据顺庆米粉协会会长谢敏介绍，早
在清代，顺庆米粉就闻名遐迩，是川东
北重要名小吃之一。羊肉粉、牛肉粉、
肥肠粉、鸡汤粉、三鲜粉、牛肚粉、鳝鱼
粉、巴骨粉……米粉，活跃在顺庆一日
三餐的菜单里。还有一年四季、一天24
小时都能吃到喝到的通宵粉。

小米粉催生大产业，顺庆区委区政
府正推动顺庆米粉做大做强，打造享誉
全国的特色美食、城市坐标、地理符号。

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杨家联杨鸭
子厂房里，“百城行”采访团探访杨鸭子
香酥鸭手工制作的全流程，感受匠心传
承带来的香脆酥嫩、唇齿留香。

“美食是城市的重要符号和人文名
片，承载着烟火气和情怀。”顺庆区文化
馆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杨术介绍，顺庆的
非物质文化名录里，美食占篇很大。“通

过挖掘饮食文化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
和时代价值，促进对顺庆多样性文化的
传承、保护、开发，用非遗文化助力旅游
产业发展。”

从省级新区到三国文化之源
寻迹“祥顺吉庆”的千年历史

第二路记者，在感受省级临江新区
顺庆片区的蓬勃发展后，又踏上顺庆府
衙、文庙、西山风景区等地，追溯这座活
力之城的千年足迹。

在顺庆城南，每到夜幕降临，1227
夜市、1227广场、1227商业街成为夜经
济的实力担当。1227这四个数字为何
特别？还要从“顺庆”这个名字说起。

顺庆人文底蕴深厚，是四川省历史
文化名城。早在公元前204年西汉即

设安汉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唐
时称为果州，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
1227年），升果州为府，赐名顺庆，以祈
国运祥顺吉庆。1913年，改顺庆府署为
南充县知事公署，正式取消“顺庆”之
名。到1993年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南充
城市的主体部分，顺庆地名重新被使用。

顺庆还有厚重的三国文化。西山
风景区的万卷楼，是西晋著名史学家、
《三国志》作者陈寿读书和治学之所，迄
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被誉为“三国文
化之源”。

此外，顺庆还拥有AAAA级西山
风景区、国家AAA级张澜纪念馆、罗瑞
卿故居和千年古刹清泉寺等风景名胜
和古迹30余处，讲述着顺庆的三国文
化、红色文化、嘉陵江文化。

顺风顺水看顺庆
构建顺庆文旅大融合、大发展新格局

第三路记者，则把视线落在顺庆的
文旅产业发展上。

沿着顺蓬营一级公路顺庆段驶向
渔溪镇，全新的双向6车道将“百城行”
的足迹带到渔溪蔬菜现代农业园和川
渝柑橘种业现代农业园。蔬菜基地里，
渔溪萝卜即将送至东北地区的餐桌；柑
橘种业园出产的脱毒良种苗木则沿着
顺蓬营大道和临江大道，种进全国各地
的柑橘产业园里。

1月14日，南充新年首场项目拉练，
顺庆区多个文旅项目接受大考，“顺风顺
水看顺庆”的发展活力与张力，入耳入脑
入心。谈起这场拉练，西巷房地产开发
公司总经理余静感触颇深：“政府肯定和
市民关注，让我们打造南充的商业新
地标、千年绸都的宽窄巷子、嘉陵江畔的
大唐不夜城的步伐，更坚定更有信心。”

西巷不远处，顺庆嘉陵江边的南充港
码头，唐宋古风塔楼清晖阁已现雏形，
又一个顺庆文旅地标呼之欲出。嘉陵江
上游、清晖阁揽景的旅游新体验，也将
成为巴蜀文旅走廊的一处新增打卡清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
实习生 梁永琪

南充顺庆区放大招

争创天府旅游名县和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2022第一站，我们从南充顺庆出发

大美顺庆。

航拍渔溪蔬菜现代农业园。顺庆1227片区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