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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川渝文旅的“诗与远方”

“2021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六大榜单25日揭晓

11月22日一大早，位于遂宁市大英
县经济开发区的绿色油气化工产业园
建设工地机声隆隆，挖掘机、大型运输
车辆来回穿梭，工人有序忙碌，建设场
面热火朝天。

这是全省首个绿色油气化工新材
料示范基地，将打造千亿级世界水平绿
色化工产业集群。

在11月10日举行的2022四川省文
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大英县获评前三
批天府旅游名县提升建设年度考评表
现突出单位。

工业与旅游，看似矛盾的两大产
业，为何能同时在大英“比翼双飞”？近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大
英，探寻一个天府旅游名县的“工业强
县”路径。

年轻有“盐”值
国家工业活态传承千年

一口卓筒小井，千年史册流芳。
1041年-1048年，卓筒井出现，这是人
类最早发明的小口径钻井技术。大英
县卓筒井镇因这项传统钻井工艺而得

名。历经千年，卓筒井工艺流程自宋代
流传至今，直到1995年才正式停业。当
地的大顺灶，是卓筒井工艺仅存的一处
还能生产的盐灶，对研究人类工业文明
和盐业历史，有着重要价值。

2014年5月，故宫博物院“掌门人”
单霁翔在这口千年古盐井上，踩动咿呀
作响的羊角车和筒车，实打实地做了一
次古代盐工手艺人，他感慨道：“这是国
家非遗生动的活态传承！”

“因比美国顿钻技术早七个多世纪，
卓筒井工艺又被人们称为‘世界石油钻
井之父’。”卓筒井陈列馆讲解员潘敏说，
卓筒井在大英县境内还保留有41口，分
布在方圆6公里的范围内，“因为大英卓
筒井保存完整，传承有序，所以受到国内
外专家高度肯定。2006年，卓筒井井盐
深钻汲制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卓筒井还先后被评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工业遗迹。”

如今，卓筒井更是一个文旅景点。
盐工业又以另一种形式走进了大英人
的生活：“中国死海”应运而生。

大英县将四川传统的卓筒井文化、

盐卤文化和古老而独特的井盐资源，通
过现代科技手段，“无中生有”创造出了
一种全新旅游方式：地下卤水汇集成

“中国死海”，人在水中可以轻松漂浮不
沉，大英又有了新的“盐”名片。

发展有底“气”
万亿储量助力四川万亿产业

卓筒井15公里外，大英经开区正延
续千年工业文明：这里有规上化工企业
21家，年产值122亿元，化工集聚成链，
营商环境也受到企业家们高度认可。

大英经开区内，西南地区唯一一家
地方炼油企业盛马化工于2018年底重
组成功，2019年投产，为遂宁市发展高
端聚烯烃、聚醚、聚碳等先进材料产业
提供原料保障。

“一方面，通过转型升级，我们产品
更丰富了。另一方面，我们的生产也更
加环保了。”该公司技术规划部部长徐
前勇说，公司通过对不凝气中的二氧化
碳和硫磺进行回收，预计每年可实现回
收二氧化碳8万吨、硫磺2万吨。

一个数据可佐证：2019年至2021

年，大英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6.7%、连续三年排名遂宁全市第一。
大英工业实现了有盐无“味”。

大英的美好发展底气不仅限于此。
2020年5月，大英县发现一条富含

天然气的新区带，初步估计潜在资源量
超万亿立方米。以此为“气”机，2021年
1月，大英县编制完成《四川绿色油气化
工新材料示范基地产业发展规划》。目
前，该基地已纳入四川省“十四五”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清单。

根据规划，项目建设投资将达到约
1234亿元，将新增销售收入约1080亿
元，新增利税约160亿元。石化产业板
块将形成1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规
模，天然气化工板块在系列化、规模化、
高端化方面将再上新台阶。

四川绿色油气化工新材料示范基
地的建设，将助力四川能源化工产业做
大做强，从而推动能源化工成为四川继
电子信息、食品饮料后又一个迈入万亿
级的产业。

张昌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刘虎李庆

巍巍巴山雄奇，源源蜀水朗润。从
古至今，巴蜀大地上散落着无数文化和
旅游宝藏。当既有的文旅地标已被大
众所熟知，探访的人络绎不绝，仍有许
多文旅场所背后的历史故事鲜为人知
时，去探寻和发现新的文旅地标就显得
格外重要。

11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将联合遂宁市大英县，共同举办成渝文
旅发展交流活动暨成渝十大文旅新地
标颁奖典礼，届时将发布“2021成渝十
大文旅新地标”“2021成渝十大文旅领
军人物”等六大重量级榜单，探寻川渝
文旅的“诗与远方”。

六大榜单即将发布
五个维度书写川渝文旅新指南

对新鲜事物充满向往，是人类的天
性。2021年10月，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启动“寻找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系
列报道，聚焦“国际范、中国味、巴蜀
韵”，梳理川渝两地上千个文旅地标。
最终经过推荐、初选、线上投票、专家评
审4个阶段，评选出了“2021成渝十大文
旅新地标”“2021成渝十大文旅领军人
物”“2021成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

“2021成渝城市更新十大地标”“2021成
渝潮流新地标TOP50”，以及“四川十大
冬游胜地”六大榜单。

“这些榜单其实是川渝两地的不同
切面，各有侧重，共同组成了巴蜀的青
山绿水和市井烟火。”主办方相关负责
人说，即将公布的六大榜单根据地标的
文化内涵、旅游标识、艺术审美、创新创
造、社会影响五个维度和网友们的喜爱
程度，在两省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中优中
选优，堪称一份川渝文旅新指南。

“新”，是榜单的底色。如“2021成渝
城市更新十大地标”，着眼于城市不断发
展中出现的，展现城市美好、人民生活富
足的地标，它们往往在保留大众生活印
记的同时，不断升级打造，带给游客以新
的惊喜。周末街边的咖啡香、音乐声，是

画里画外人都不会忘记的记忆。
又如“四川十大冬游胜地”，结合冰

雪运动的发展，帮游客梳理冬季出游去
处。在过去，它们往往因为缺乏正确的

“打开方式”而被冷落。如今，通过榜单
的发布，将它们重新发掘出来。

组建文旅产业联盟
助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新旧之间，映射的是城市的希望与
未来。此次榜单发布的同时，大英县还
将与四川多个天府旅游名县，以及重庆
市多个区县共同组建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区县文旅创意产业联盟。
自古以来，川渝历史同脉、文化同

源、地理同域、经济同体、人缘相亲。以
重庆主城和成都为核心的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更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
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
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

“围绕这一走廊，组建产业联盟，将
推动川渝两地文旅创意产业高质量发
展，发挥文化和旅游市场优势，在更大
范围、更广领域推进文旅创意产业的创
新发展和高质量开发。”大英县政府相
关负责人说，联盟成立后，将整合各区

县文化和旅游优势资源，加强产研合
作，开展政策咨询、行业分析报告、学术
研讨、业务交流、人员培训等服务，共筑
合作平台，畅通共赢渠道。

大英县因掩映在绿水青山之间的
卓筒井闻名。从古郪国文明发源到如
今荣获天府旅游名县，大英孕育了数不
尽的文化瑰宝：“世界石油钻井之父”卓
筒井，堪称“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大
英汉陶博物馆，铺展郪国文明历史画
卷；古刹寂光寺，焕启古代建筑鸿篇巨
制。细数大英，因井闻名、因盐而起，延
续“死海”之奇，复刻“丝绸”之路，演绎

“浪漫”之旅，传承“卓筒井”之魂，诞生
了中国死海、浪漫地中海、丝路奇幻城、
卓筒井遗址公园等特色IP。

千万级关注度
连续3年摆“成渝文旅龙门阵”

文化赋予旅游别样意义，文旅新地
标赋予城市新的内涵和魅力。2018年，
四川旅游收入首次突破“万亿级”大关，
成为“万亿”产业俱乐部的新成员，文旅
发展站上了新起点。从2018年开始，封
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连续举办“寻找天府
十大文化地标”“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
大型系列活动，吸引千万级的关注度。

2020年，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响
应时代主题，乘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东风，升级推出“点亮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 寻找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系
列报道，成功举办“成渝十大文旅新地
标”探访评选活动。

在往年评选出的各大奖项中，既有
大家耳熟能详的峨眉山、解放碑、洪崖
洞、三苏祠，也有新生代的打卡地成都
IFS、重庆来福士；既有成都武侯祠博物
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也有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等
知名文博展馆。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以实际行动助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得到川渝文旅行业、各地网友点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卓滨

“双赛道”高质量发展

大英工业如何实现有“盐”无“味”？

▲
大英县卓筒井遗址
公园。

◀
重庆十八梯传统风
貌区。

大型活动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