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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强杨洋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阳光明媚
香水月季盛开出
红黄绿几重艳丽
让深秋的日子
馨香扑鼻
你从南方以南来
从我的梦中
来到我的命里
你是我的天使
你是我的宝贝
幸福降临到头上

眼眶儿变浅
笑着笑着
又溢出了泪水
我想把花盆
做成巨无霸
迎接你成长根须
而盆子再大
也大不过
外面广袤黄土地
我想做窗玻璃
只放进阳光

为你阻挡风雨
但世界那么大
你得去看看
那么多风花雪月
都在路上等你
怎么爱你护你
终将离你而去
祈愿你尽情绽放
美出自我新天地
（作者系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近日，第四届四川省文创大会在德阳市举行。大
会配套开展“1+1+N”系列活动，即举办 1个文创大
会、1个四川文创转化推广活动，以及第五届天府文
创大赛暨红色文创大赛成果展示、文创发展分享会、
德阳市群众文化活动等 N个系列配套活动。大会旨
在通过搭建平台、汇聚创意、交流碰撞、拓展思维，演
绎四川文化和旅游创意发展的缤纷故事，彰显文化
创意的澎湃活力，激发创造创新的无限灵感。

本次四川文创转化推广活动设置了全国文创精
品展区、四川形象展区、大师展区、品牌展区、特色展
区等 5大主题展区，汇聚了国内外 240余家知名文
创机构参展，展示了 7000余件特色文创产品。

四川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动漫产业与
大熊猫都是四川重要的文旅资源之一。会上，为第五
届天府文创大赛暨红色文创大赛金奖获得者颁奖，IP
授权及文创产品开发战略合作、越王楼文创酒合作
开发等 8个文创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同时，发布了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创意产业联盟 2023-2024年度十
大最具影响力活动、四川省 2023-2024年度十大动
漫 IP、四川省 2023-2024年度十大熊猫文创、堆堆堆
全新 VI设计及系列产品、“中国诗词大会×川工蜀
艺”IP联名合作与衍生品开发项目共五项标杆成果。

近年来，四川逐步明晰了“文旅资源 IP化、文旅
IP产业化”的发展路径，该活动旨在搭建文创产品交
易平台，促进 IP交易与市场转化，推动四川文旅品牌
从“传播力”向“市场竞争力”进而向经济效益深度转
化，从而进一步激发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探索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相关新闻：

旌阳文创受热捧
在本次大会的德阳文创馆，德阳市旌阳区展示

了独具特色的潮扇、扎染技艺以及融合历史文物元
素的文创产品，这些展品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与
品鉴，赢得广泛赞誉。

在展示区内，琳琅满目的旌阳特色文创产品整
齐排列，德阳潮扇、染云山坊、“古韵旌风”等文化品
牌的推荐人耐心地为过往游客介绍各自产品的特
色、文化内涵及背后的故事，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深
刻感受到旌阳区文创产业的魅力。
“我们参加这次文创大会，不仅带来了获得 2024

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银奖的蜀锦坤扇，还有用
织罗制作出来的罗扇等文创产品。”德阳潮扇省级传
承人杨占勇说。
“我们这次主打的三个系列分别是：灰色系、橘

色系和蓝色系。我们想把艺术贴近日常生活，将创意
融入文创作品中。”扎染非遗传承人胡榕说。
“龙护舍利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以

此为基础，设计了一套名为‘礼塔颂旌’的茶具。这套
茶具将龙护舍利塔的形象化身为茶具元素，品茶时
望塔，寓意着平安、顺遂和步步高升。”旌阳区文管所
所长廖明娟说。

旌阳的文创产品不仅注重外观设计，追求视觉
美感，更注重古今文化的传递与共鸣。创作者们希望
通过文创产品，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受到跨越时空
的情感连接，见证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近年来，旌阳区系统梳理并挖掘德阳文庙、龙护
舍利塔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孝泉武圣宫、姜
孝祠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特色资源，融合传统文
化与潮流元素，创新开发旅游项目和文创产品。今
年，旌阳区文旅局推出的“古韵旌风”文物文创品牌 5
个系列 9款产品，分别是“礼塔颂旌”塔式茶具套装、
“镜鉴古今”随身镜、“旌彩雅签”书签、“鱼跃旌礼”冰
箱贴、“文旌物语”钥匙扣以及夜灯小摆件等，每一款
产品都承载着旌阳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人在欣赏与
使用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旌阳区文物的生命力和
文创作品的创新活力。

廖明娟表示，希望通过本届文创大会，让更多的
人了解旌阳文物文创产品。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些文
创产品，让外界人士能更深入地探索旌阳、热爱旌
阳。

当天，德阳旌创袈蓝规划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人在文创企业路演活动中，就《旌阳乡村振兴
区域品牌项目》进行路演推介。川剧盔帽、德阳酱油、
果汁牛肉、德阳泥塑等 6户文创商家参加了文创特
色集市展示展销。

近日，安逸走四川·广安“柚”
相见———全国“和美乡村”文化旅
游推介活动在广安市广安区举
行。活动中，领导、嘉宾、网络达
人、企业代表、游客等齐聚协兴镇
牌坊村，沉浸式感受小平故里的
文化魅力，全方位共享乡村振兴
的发展成果。

此次活动由全国“和美乡村”
文旅推介活动开幕式、市集嘉年
华、文旅公共服务赶大集、第九届
广安龙安柚旅游文化活动暨川东
北天府旅游名县联合体活动、广
聚匠心·賨现好礼 2024广安文创
大赛作品展、“柚美广安”游园展
销会、“和美乡村”现场考察、川剧
《梦回东坡》展演、百家融媒看广
安等系列活动组成。

随着连厢节目《打起幸福乐
开怀》欢快的舞步，开幕式文艺
演出在欢庆热烈的气氛中正式
拉开帷幕。四川清音《柚丰收》、
歌手对唱《一起追风》《幸福广安
跑起来》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精彩
节目接连上演，更有“朗诵 + 舞
蹈 +武术表演”的融合创新表演
方式带领观众领略广安区非遗

文化的独特魅力。其间，文化和
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发布了全国乡村网红培育计划
公益助农特约推介官（第三批）
名单。更有广安区委副书记、区
长何晓波推介，以及省级情景式
乡村文旅推介穿插其中。一场情
境、情趣、情感交融的文化盛宴，
为广大游客、观众展开乡村振兴
美丽广安的多彩画卷。

活动现场，来自省内及重庆、

西藏、陕西等地的百余家参展商
齐聚一堂，带来 500多种特色产
品和文创产品，从独具匠心的手
工艺品到令人垂涎的特色美食，
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
乡村“烟火气”和风土人情。

本次活动将农文商旅有机融
合，融入文化旅游、农业产业、农
耕非遗等板块。游客在广安区可
深入龙安柚基地体验采柚、品柚
等活动；实地走访邓小平故居，接

受红色文化洗礼；到广安区农村
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区考察园区
“标准建园 +服务兴园 +融合强
园”模式、智慧农场管理系统，认
识绿色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了解强村富民的利益联结机
制；到大龙镇浔栖江南体验集文
化、生态康养、特色民宿、亲子游
玩、研学科普为一体的乡村振兴
旅游业态。

活动期间，观众还能惊喜地
看到多名网红达人的身影，大家
跟随他们一同感受广安的生命之
美、生活之美和生态之美。
“这次来到广安感受非常深

刻，沿途的风景和城市建设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网红达人
周二毛表示，希望更多朋友到广
安来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感
受小平故里的独特文化，感受广
安美食的美滋美味。

未来，广安区将继续创新农
文商旅融合发展举措，用心用情
讲述好“乡村振兴故事”，用智慧
和力量绘就一幅五彩斑斓的乡村
振兴广安画卷。

沈仁平张国盛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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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上的香水月季
王行水

用心用情讲述好乡土故事
安逸走四川·广安“柚”相见———全国“和美乡村”文化旅游推介活动举行

银杏渐染满目金，又到最美
赏叶时。伴随冬日暖阳，银杏和
彩林迎来“颜值巅峰”，把秋末初
冬的浪漫，渲染到极致。

距成都中心城区仅 25 公
里的崇州，有着“蜀中之蜀”的
美誉，这里山清水秀、生态宜
人，4000 多米的海拔高差浓缩
了雪山、草地、森林、湿地、田
园等多样生态景观，到处分布
着银杏和彩林的最佳打卡点。
即日起，以“崇杏有你”为主题
的观杏活动，在素有“川西名
园”之称的崇州市罨画池博物
馆拉开序幕。从本月起，持续
到年末，都能在此观赏到成都
“最有文化的银杏”。

同时，当地特别推出“文化
游、古镇游、彩林游”观景线路，
欢迎八方游客共赏金色盛宴。

文化游
———文旅场景上新

“87版红楼梦”拍摄地崇州
罨画池博物馆，集“孔庙、陆游
祠、罨画池”为一体。这里大片的
银杏正由青转黄，与红墙黛瓦相
互映衬，散发着这座千年园林别
具一格的魅力。

银杏季期间（11 月至 12
月），罨画池将为大家带来入
园惊喜。游客身着汉服即可免
票入园，还可以在罨画池游客
中心与“陆游”对诗，赢取免票
入园机会。
同时还有“拍一张照”“写一

次生”“诵一首诗”“赴一场约”
“穿一次汉服”等主题活动等你
来耍。在“宫墙万仞”红墙边，游
客可以拍出最美最出圈的照片。
此外，园内还设置了银杏国潮小
集市、文创咖啡、“陆游”NPC巡
游、汉服旅拍等体验场景以及
DIY银杏叶书签、雨伞、扇面等
活动。

在崇州城区，滨河路、唐安
东路（唐风蜀韵景区）、唐安西
路等地，也能随处观赏到美丽
的风景。
路线推荐：成名高速—中崇

路—廖家民和村（木艺村）—唐
安东路（唐风蜀韵景区）—罨画
池博物馆

游玩推荐：到廖家木艺村，
一边吃着杉木林中小火锅，一
边把银杏刻进木雕里；走过唐
风蜀韵景色，不忘细品非遗鸡
片的麻辣鲜香；在罨画池旁的
崇州“春熙路”小东街，这里有
崇州老荞面以及各色美食，尽
情满足你的味蕾。滑动微信小
程序，便可以打开市井烟火里
的“崇州味道”。

古镇游
———银杏与柿景相伴

秋末初冬的街子古镇，金黄
的银杏成为古镇上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银杏广场上，四棵银杏树高

耸挺拔，枝干虬然，据说为晚唐
时生于街子镇的诗人唐求亲手
所植，距今已有千余年。金黄的
叶子，好似金黄的瀑布从天而
降，特别壮观。
更值得一提的是，银杏广场

前的柿子树上，硕果累累，柿子
火红，仿佛挂在枝头的喜庆小灯
笼，在金黄色银杏叶的映衬下是
那么耀眼，为古镇的深秋增添了
一抹亮色。
在街子古镇赏银杏之余，还

可以邂逅元通古镇，倾听“千年
小成都”的诗意浪漫，到怀远古
镇，开启安逸的千年古镇之旅。
路线推荐：成名高速—明日

大道—元通古镇—怀远古镇—
街子古镇
游玩推荐：到元通古镇品

“四花”，滑嫩的豆花、香甜的油
花、软糯的蹄花、麻辣的脑花，每
一种都让你回味无穷；怀远古镇
的省级非遗小吃“怀远三绝”，是
成都人最佳的伴手礼。这里可以
遇见源于三国时期的国家级非
遗怀远藤编，能感受跨越千年的
匠心传承；在街子古镇顺带买几
个汤麻饼，可以找到独属于崇州
的乡愁滋味。

彩林游
———绚烂多彩斑斓如画

崇州桤木河湿地公园位于

“全国最美休闲乡村”白头镇五
星村，这里彩林与湿地环绕，天
府好田与天府乡居相映生辉。在
道明镇竹艺村景区，绵延数里的
无根山茂林修竹，与“最美乡村
公路”重庆路相依，与晴山岷雪
作伴。登上怀远镇前锋村，走进
文井江镇绚丽彩林，可尽情打包
最新鲜的氧气。

路线推荐：成名高速路崇州
西出口—桤木河湿地（白头镇五
星村）—道明镇竹艺村景区—怀
远镇前锋村—文井江镇

游玩推荐：走进桤木河湿地
公园，探访水上森林秘境的同
时，不妨瞧瞧五星村百余家各色
民宿的风采，体验天府乡居的惬
意；在道明镇竹艺村，不仅有山
林、湖泊，还可以领略国家级非
遗道明竹编的无穷魅力；前往怀
远镇和文井江，也别忘了品一品
有着“龙门贡茶”之称的崇庆枇
杷茶，沿线各类农家美食，更能
带给你最乡土的味道。

公共交通

扫码乘车，说走就走。成都

到崇州的市域铁路实现了“公
交化”运营，全程只需十多分
钟。崇州站由公交车、出租车、
网约车、高铁组成四通八达的
交通网络，与高铁无缝衔接。公
交站台还设有多条公交线路，
车票价格为两元通票。

停车攻略

银杏季期间，罨画池景区周
边人流、车流较大，建议游客朋
友们优先选择外围停车场以及
市政道路泊车位停车，同时，还
可以关注车载广播（FM102.2）
等平台发布的客流信息，提前规
划行车线路。交警部门还将根据
实际车流量，在景区周边道路临
时设置停车指示牌，供车辆临时
停放。

寻厕攻略

为快捷、就近解决如厕需
求，游客朋友们可参考卫生间布
局图，也可借助百度、高德两大
地图搜索附近“公共厕所”，同
时，街区部分商家也将免费对游
客提供洗手间。

□本报记者李祥文 /图

崇州银杏季这份赏景攻略请收藏

银杏和彩林迎来“颜值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