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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求 助

生活遇到烦心事
扫码求助封面新闻

成都高新区芳华横街有一处网红涂
鸦墙，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去打卡游
玩。近日，有网友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求助爆料平台反映，这面涂鸦墙已被
铲掉，很快就会全部涂白，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不保留了。情况究竟如何？7月8
日，记者实地进行了走访。

记者走访
墙面大部分已涂白

当天中午，记者来到这处涂鸦墙看
到，两面墙大部分已经被涂成白色，还有
小部分保留着涂鸦。走访中记者了解
到，这些涂鸦的作者不知道是谁，创作者

都是晚上来这里进行涂画，这几天有工
作人员对墙面进行了清理。

附近一家商铺的老板介绍，这些墙
一两年前就有人来涂鸦，最开始没有
那么多，后来陆续有人来涂画，最后墙
面上几乎都是涂鸦了，“听说相关部门
要重新打造墙面，这几天就把原有的
涂鸦全部铲除了。”对于涂鸦墙的内
容，她个人认为不好看，但经常有人来
拍照、打卡。

“刚住在这里的时候，就有涂鸦了，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来涂鸦，画得也越
来越好看了。”附近一位年轻居民说，不
喜欢现在这种大白墙，希望能保留涂鸦。

社区回应
后期会规划地点涂鸦

当天下午2点，记者来到当地社区。
对于为何会涂白墙面，一位相关负责人
说，周围一些老年居民、小朋友家长以及
学校对涂鸦墙的反对声音比较强烈，认为
墙上部分内容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有一
些脏话等，“部分内容不是很好，整体内容
良莠不齐”，所以就铲除了。

对于下一步打算，她说，近日约了一
些涂鸦作者进行沟通，后期会规划一些
远离学校的区域让他们涂鸦，但绘画内
容需要跟社区提前沟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博

7月10日，来自25个国家的30名网络
达人结束了为期5天的四川之行。成都
的高楼大厦，乡间的茶园田坎，街边的美
食，江畔的大佛，神秘的三星堆，萌萌哒
大熊猫……此行，他们与四川进行了一
场“亲密接触”。

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来四川，
甚至是第一次来中国。这片土地让他们
感到好奇与兴奋，也让他们的“点赞量”
在社交媒体噌噌上涨。

今年以来，我国144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拉动入境游快速增长。在全球社交
平台上，“China Travel”（中国游）成为新
的流量密码。作为最懂流量的外籍网红
博主，在他们眼中哪些四川元素最“出
圈”？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采访时，他们给出了答案。

从下飞机开始记录所见所闻
一天收获点赞超75万

这次来四川的不少是外国的百万级
网红。例如，来自埃及的拉米（Ramy）
在ins上有129万粉丝，来自俄罗斯的马
克西姆（Maksim）在YouTube上有534
万粉丝……他们在海外有着不小的关注
度和吸引力。

来自墨西哥的莫瑞思告诉记者，在此
行之前，他只听说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香
港，从未听说过四川。这是一片距离墨西
哥非常遥远的土地。因此，这次能深入中
国的西南部，对他来说吸引力非常大。

来自巴西的卢卡斯长期任巴西最大
电视台环球电视台旅游频道和生活频道
主持人，同时也是一名自媒体人。虽然
他曾经在上海和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
但四川对他来说依然陌生。这次他带着
任务而来，准备“大干一场”，“我计划给
巴西电视台制作10集纪录片，每集20分

钟。”卢卡斯告诉记者，他想拍摄的内容
很多，遗憾的是，“时间真的不够用”。

外籍网红博主们将途中的所见所闻
分享给粉丝，他们的“陌生感”很快转化
为流量。以莫瑞思为例，他来中国的第
一天，从下飞机开始记录所见所闻，细到

入驻酒店，走在路上的街景……他的这
期视频在TikTok上有超过75万点赞。

大熊猫、川茶、美食……
这些四川元素很吸粉

梳理外国网红们这次来四川发的视
频，大熊猫、茶园、火锅、美食、古迹……
这些特色鲜明的标签高频次地出现在他
们的视频中。

来自埃及的拉米在ins上分享了他
在茶园采茶的图文和视频。他戴着草
帽、挎着背篓，站在茶园里，把茶叶放在
手掌里拍摄细节。茶，起源于中国，盛行
于世界，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贸易商
品。在评论中，不少粉丝表达了对中国
茶的喜爱。截至7月10日下午2点，拉米
的这条帖子已经获得48905次赞。

什么流量最高？大熊猫肯定是冠
军。作为世界级的萌宠，大熊猫在全球
吸粉无数，记者在不少外国网红的社交
账号上都看到了大熊猫的身影。此外，

还有不少网红发布了乐山大佛、绵竹年
画村、四川美食的文图和视频。

“对于墨西哥而言，中国很大又很遥
远，不是每个墨西哥人都有机会来中
国。所以一旦有墨西哥人来中国，就容
易获得流量。”莫瑞思表示。

感叹144小时免签时间太短
四川值得“深度游”

巴西的卢卡斯在书店发现了一本
书——《人生的12条法则》，作者是加拿
大的乔丹·彼得森。他拍了一张这本书
的照片并发布到社交媒体，他的朋友看
到后，表现得难以置信。

“我没有想到会在中国发现这本
书。”卢卡斯坦言，他和很多外国人一
样，都曾以为中国还很“封闭”，不会有
这位心理学家的书籍。他说，“你完全
无法想象，一些外国人对中国一无所
知，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
完全不一样。”

卢卡斯希望更多的巴西人来实地
走一走、看一看，见一见真正的中国。
他感叹144小时过境免签的时间太短
了，仅四川一个地方都值得停留很长的
时间。

“大熊猫是很好的一张牌！”莫瑞思
说，或许很多外国人不知道四川，但他们
一定知道大熊猫。要让四川在海外持续
出圈，一定要抓住四川独有的特色，并在
营销中进行深度捆绑。

“我知道什么样的服务最能吸引游
客，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服务就很到位。”来
自泰国的网络达人周源盛关注到很多细
节。他认为，四川城市的配套设施很完
善，但公厕配套方面还可以更加国际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实习生 倪慧

外籍网红博主在成都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刘秋凤 摄

埃及的拉米在ins上分享他在茶园
采茶的图文和视频。 图据受访者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于婷）去年夏
天，成都开展了繁殖鸟类调查试点，对占
全市总面积59%的样区进行了系统性调
查，共记录到鸟类165种。今年夏天，成
都对去年未涉足的地区进行了补充调
查。经过1个月的努力，调查人员共记
录野生鸟类219种，隶属于16目57科
105属。

其中，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
类3种，分别是红喉雉鹑、绿尾虹雉、胡
兀鹫；二级保护鸟类23种，包括血雉、红
腹锦鸡、白鹇、小鸦鹃、水雉、林沙锥、灰
林鸮、凤头蜂鹰、褐冠鹃隼、黑冠鹃隼、凤
头鹰、赤腹鹰、松雀鹰、红隼、燕隼、金胸

雀鹛、画眉、棕噪鹛、橙翅噪鹛、红翅噪
鹛、红嘴相思鸟、棕腹大仙鹟、蓝鹀等。

令人欣喜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了两个成都鸟类分布新记录，分别是林
沙锥和淡背地鸫。

林沙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为易危物种，
与国宝大熊猫的濒危等级相同。早在
1836年，林沙锥便由英国博物学家B.H.
Hodgson根据采自尼泊尔的标本描述
命名，但是在四川直到152年后才有国
外鸟类学家在卧龙巴朗山发现林沙锥的
踪迹。其行为习性极为隐秘，已知的繁
殖地点屈指可数，是我国最为神秘的鸟

类之一。
虽然林沙锥的身体形态与其他沙

锥极为相似，但是它们的繁殖栖息地非
常独特，仅限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
山草甸。

林沙锥自发现命名以来很长时间
内，与四川淡背地鸫被视为同一物种的
不同亚种。2016年一项由中国、瑞典、
美国等多国科学家合作开展的研究证
实，这两种鸟类虽然很难通过形态进行
区分，但是在鸣声和遗传方面差异显著，
应属于两个独立的物种。此外，四川淡
背地鸫栖息的海拔相对较低，非繁殖期
在成都平原偶有记录。林沙锥 李斌 摄

30名外籍网红博主“组团”来川深度游
结束为期5天的四川之行，他们感叹“时间不够用”“免签时间太短”

成都发现最神秘鸟类之一林沙锥

成都网红涂鸦墙为何被涂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