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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菊：
讲好“老泸州”故事，绕

不开酒

丁菊是土生土长的泸州人，
家就在滨江路。高中毕业后，丁
菊去外地求学、工作，离开家乡
的时间长达20年。回到家乡工
作后，丁菊一直非常关注泸州在
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中的一
举一动，并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两
次提交了提案。

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在
半年多时间里，丁菊跟随泸州政
协调研组开展了两次集中调研，
从长江干流，到支流沱江、永宁
河、赤水河和濑溪河，丁菊的脚
步踏遍了泸州四县三区。

在丁菊看来，泸州建设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无论如何绕不开
酒。“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英雄。”明代诗人杨慎（杨升庵）
寓居泸州时，饮酒咏史而作的这
首脍炙人口的诗句，是泸州酒文
化的千古绝唱，也是长江文化最
好的诠释。扎实地实地调研之
后，丁菊在梳理长江泸州段的特
色时发现，处于长江上游的泸
州，不仅古蜀文化、茶马文化、红
色文化并存，“更有诗酒文化、长
江文化、沱江文化交融汇聚，形
成了泸州开放包容的特性，酒更
像是泸州的城市性格。”

“文化的建设要有依托，而
泸州的载体很丰富，但是它就像
很多散落的珍珠一样，我们要用
一条线把它串起来，要串珠成
线。”如何串起来？着眼于泸州
人文街区“老泸州·大河街”项目
的建设和后期运营，丁菊曾两次
向相关部门提交提案。

“让文化地标成为新IP。”丁
菊认为，泸州人文街区应坚持将
文化作为街区最鲜明的底色，讲
好“酒城故事”，打造独具特色的7
条“老泸州”历史文化街区，让其
契合人生每个阶段所需的成长型
空间。在后期运营上，丁菊认为
应坚持将转型作为街区最根本的
任务，升级“消费引擎”。以“诗酒
长江文化”为线，融合红色文化、
曲酒酿造、古街变迁、茶马文化、
码头文化等巡游和表演项目，让
游客更多地参与到美酒酿造、美
食制作、演艺互动等体验环节，赋
予文旅业态更多的有趣玩法。

丁菊认为，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的建设，可能更多的是要唤醒
大家对于长江这一条母亲河生
态环境的认知，唤醒血脉中大江
大河这种文化传承的基因，唤醒
自觉的意识。“这就要求我们必
须对长江文化遗产进行梳理、挖
掘、保护、利用、传承、传播，主动
地去亲近长江、走近长江、保护
长江、传播长江。”

柏珂：
“铁打泸州”是泸州人

精神气质所在

柏珂是外地人。“明年，我到
泸州来工作就有30年了。”大学

毕业后，柏珂来到西南医科大学
（原泸州医学院）工作，在泸州的
这些年头，柏珂早已融入泸州这
座山水之城，他喜欢滨江生活，
享受着江城带来的愉悦；他也喜
欢研究文史，尤其对长江边的神
臂城遗址念念不忘。

时间回到公元13世纪中叶，
当蒙古入侵中原的铁骑四处肆
虐时，南宋朝廷在四川及重庆境
内依山而建100余座山城，恃险
拒守。庞大防御体系中，泸州合
江的神臂城正是重要组成部分。

神臂城,因其整体地貌犹如
臂膀伸入长江而得名，它三面为
长江环绕，唯有东面与陆路相
连。宋、蒙双方为争夺这处战略
要塞，在1243年至1277年的34
年间进行了5次易手的拉锯战。
婴城固守的南宋军民，在此上演
了一曲浴血奋战的抗元壮歌。

神臂城曾留下宋蒙战争辉
煌而惨烈的一页，“铁打的泸州”
由此得名，也是四川保存完整的
长江上游古战场遗址之一。

10多年前，柏珂曾前往神臂
城参观，“现实和想象的落差太大
了。”几乎与城墙平行的石梁长满
杂草灌木，满目断壁残垣，柏珂很
是心痛！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开
始，合江县文物部门对神臂城做
了多次规划，但限于资金、人才等
制约，实际收效甚微——遗址建
筑损毁严重，神臂城逐渐湮灭在
荒草之中。

激荡壮阔的长江水赋予了沿
岸子民不屈的文化性格，在泸州得
到了充分彰显。在柏珂看来，神臂

城抗元之战，最能体现出泸州人民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得知泸州被纳入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四川段的建设时，柏珂
兴奋不已，并很快向泸州市政协
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泸州神臂
城遗址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建议》
的提案，建议将神臂城遗址纳入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

同时，在柏珂看来，还应加强
对神臂城所体现的“铁打泸州”精
神文化的研究与提炼，“有助于凝
聚和彰显泸州人民百折不挠、坚
韧顽强、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
神气质，有助于团结泸州人民在
新时代建设中再立新功。”

李凌：
让长江文化遗产在当

代“活”起来

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泸州段）的路径图中，政协委员
们的提案已经为相关部门所关
注，不管是柏珂心系的神臂城，
还是丁菊提及的“老泸州·大河
街”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均有涉
及和覆盖。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泸州）
段的牵头单位之一是泸州市文
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李
凌介绍，泸州文化遗产众多，现
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4项；共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居
全省第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8处；拥有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6名、省级42名，其中，白酒

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数量（3
人）居全国第一。

在李凌看来，深厚的长江历
史文化资源，是泸州推进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坚固基石，而
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也必
将让历史场景随着城市发展一
帧帧“活”起来。

事实上，围绕推动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泸州前期已高效
开展了多项工作：建立健全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建设体制机
制、市领导带队到国家发展改革
委、文化和旅游部专题汇报泸州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情况、市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保障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泸州段）保护建设
规划编制、将建设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泸州段）写入《泸州市政府
工作报告》予以重点推动、组建

“长江特色文化IP特派专班”……
“泸州已前后3次邀请省级专

家团队来到泸州考察调研和研
讨，实现7个区县重要点位全覆
盖。”李凌说，作为四川省第一个
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地方段编
制的市州，泸州明确了自己的发
展定位，即建设“长江文化活态传
承高地、长江上游生态文明典范
段、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门户城
市、两长国家文化公园融汇区”。

具体如何推动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泸州也已经打好
了自己的“腹稿”。

据李凌介绍，泸州将探索长
江泸州段文化遗产的当代“活
化”利用，打造长江活态文化地
标。同时，坚持长江生态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轴，以及沱江-濑溪
河生态和文化遗产带、赤水河生
态和文化遗产带、永宁河生态和
文化遗产带联动发展，高效统筹
好国家文化公园分区分级建设。

“实施好长江诗酒文化公
园、‘老泸州·大河街’历史文化
街区、长江流域酱油古法酿造文
化廊道、长江流域龙文化保护利
用项目。”谈起正在推进的文旅
项目，李凌如数家珍。

除了做实文旅项目建设和
文旅招商工作，泸州还有更大的
决心：“我们要在世界级、国家级
品牌创建中找突破。”围绕着这
个中心点，泸州将从多个维度发
力——李凌举例说，比如柏珂关
注的神臂城，泸州将大力推进其
与钓鱼城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另外，将长江流域沿线的泸
州老窖、郎酒、先市酱油、护国陈
醋四个传统酿造技艺有机融合，
倾力打造“长江流域酿造之城”。

航拍神臂城。图据合江融媒

郎 酒 天
宝洞。
图据古蔺融媒

国 家 级
非物质文化
遗产——分
水油纸伞制
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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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罗暄徐庆
黄晓庆贾娇

千百年来，长江
传唱着中华民族奔
涌不息的历史壮歌，
积淀了深厚丰富的
文化内涵。作为长
江出川最后一道关
口，泸州拥有136公
里的长江“黄金干
道”，拥有重要一级
支流永宁河、沱江、
龙溪河和赤水河。

因水运发达，泸
州自古是长江上游
的商贸重镇：西汉设
江阳侯国；梁武帝大
同年间建置泸州；在
宋代即为西南要会，
明代即与成都、重庆
三足鼎立，成为当时
全国33个商业大都
会之一……泸州留
下了无数令人惊艳
的文化遗产。

如今，泸州作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红色文化、长江文
化、白酒文化、康养
文化底蕴深厚，形成
了多元文化交融共
生的形态。

新时代，我国作
出建设长城、大运
河、长征、黄河、长江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
的战略部署。2021
年底，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正式启动，
旨在激活长江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系
统阐发长江文化的
精神内涵，深入挖掘
长江文化的时代价
值，做大做强中华文
化重要标志。

如何保护好、传
承好、弘扬好长江文
化？如何深层次挖
掘泸州文化内涵，讲
好长江故事？建设
好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泸州该如何担
当？2023年8月，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走进四川第一
个启动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地方段编制
的泸州市，对话泸州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局长李凌、泸
州市政协委员柏珂
和丁菊，倾听他们对

“长江文化”的真知
灼见。

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泸州在四川第一个启动地方段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