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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的糍粑和米粉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杨柳村村民们喜爱的农家特色食品，寓意
团团圆圆、红红火火，也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必备年货。

岁末临近，羊桥土家族乡杨柳村村民抢抓晴好天气，用丰收的大米、糯米，通过浸泡、蒸煮、揉捏、晾晒等工序，制作成
糍粑和米粉，迎接新年的到来。

拍客

□杨黎明本报记者魏彪

古蜀道，承载半部华夏史。四川
广元的昭化古城是翠云廊的起点，
金牛古蜀道的关键节点。近年来，其
凭借一系列独具三国特色的文化活
动，让游客仿若穿越时空，于情景演
绎中沉浸式领略历史文化的深邃魅
力。

昭化，古称葭萌，享“巴蜀第一
县，蜀国第二都”之美誉。公元前
316年，秦灭蜀并巴与苴，于成都设
蜀郡，在苴地置葭萌县，此为巴蜀建
县之始，故而得名“巴蜀第一县”。公
元 211年，刘备挥师进驻葭萌，后张
鲁遣马超攻葭萌关，张飞与马超挑
灯夜战，成就三国经典“单挑”。公元
221年，刘备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
权，葭萌（昭化）遂有“蜀国第二都”
之名。公元 972年，宋太祖赵匡胤改
“葭萌”为“昭化”，取“昭示帝德、
化育民心”之意。时至今日，昭化古
城仍为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三国古
城，古风依旧，底蕴悠长。

昭化之魅力，不止于古城。金牛
道在昭化境内绵 32千米，集“古道、
古城、古关、古渡、古驿”于一身，堪
称现存蜀道之上最耀眼的明珠。

竹垭铺位于昭化镇大朝驿村，
旧为驿站，因竹盛而名。深秋时节的
竹垭铺古蜀道，宛如隐秘仙境，深浅
不一的绿意在林间交织。漫步数百
米，可见两处摩崖石刻，在当地蜀道
导游悉心讲解下，“砥矢周行”与
“化险为夷”的字样渐渐清晰，似在
诉说往昔的故事与祈愿。

行于金牛道，松宁桥不容错过。
道旁古柏参天，石板路青苔斑驳，溪
水潺潺，打破山林幽寂。午后阳光透
过枝叶，洒在石板、挡马石与古柏根
上，光影交错，历史韵味油然而生。

松宁桥，明代石板桥，工艺质
朴，深山之中尽显古朴。桥畔两棵冷
杉（铁甲松）高耸入云，雄伟挺拔，需
数人合抱，为当地村民奉为树神，桥
亦因之得名，庇佑一方安宁。
“今年蜀道游客数量显著攀

升。”曾被誉为“蜀道卫士”的何文
斗由衷赞叹，“蜀道重归熙攘，实乃
幸事。”在他眼中，古蜀道乃珍贵
无比的历史瑰宝，漫步其间，可赏
自然风光之壮美，可品历史文化之
醇厚。故而，更应全力保护蜀道遗
存，让这一文化宝藏广为人知，传
承后世。

蜀道，不仅是古代四川连通中
原的交通要道，更是区域文化交融
的纽带，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典
范，蜀人砥砺奋进、开拓创新精神的
不朽象征。往昔蜀道，商旅络绎，繁
华如梦。

近年来，广元市昭化区以大蜀
道的保护与开发为全域旅游发展之
要，持续完善旅游设施，精心打造精
品线路，踊跃开展多元旅游活动，全
力推动“大蜀道”品牌建设。同时，
昭化区将聚焦蜀道沿线核心资源保
护与传统村落活化利用，多维度彰
显大蜀道文化特质，让“大美蜀道”
这张名片愈发熠熠生辉。

□本报记者李鹏飞

“生旦净末丑，吹拉弹唱技”，这
是一场盛大的川剧演出。近日，四川
省第七届青年川剧演员比赛闭幕式
暨汇报演出活动在德阳举行。

据了解，比赛自筹备以来，共
有 14个市（州）、2个省直院团的
96名演员参赛，经多轮角逐，评选
出一等奖 6名、二等奖 7名、三等
奖 21名。

颁奖仪式结束后，汇报演出
以川剧情景歌舞秀《天府华章》
开场，由获奖演员展示《蜀戏荟
群英 川剧正青春》节目集锦，以
戏歌《川流不息》结尾。一个个精
彩节目轮番上演，为观众带来了
一场川剧文化盛宴，赢得现场阵
阵掌声。

闭幕式还配套举办了“艺绘

川剧”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和
“川剧 +”集市活动。100 余件名
家创作的川剧主题美术作品、德
阳潮扇、蜀绣、汉州面具、糖画、
剪纸、茶百戏等传统非遗项目均
以川剧脸谱、川剧人物形象、川
剧服饰等为元素，通过书法家、
画家、非遗传承人的艺术创作加
工，向群众展示了川剧艺术的丰
厚内涵和时代价值，展示了四川
戏剧底蕴与非遗魅力。

四川省青年川剧演员比赛是
弘扬川剧文化、传承川剧艺术、培
养川剧人才、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
活的省级重要赛事，是四川省青年
川剧演员自我展示的最高平台，更
是促进四川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
抓手。全体参赛演员在比赛中展现

了精湛技艺和青春风采，赛后将进
一步拓展川剧传播渠道和受众群
体，激励更多青年演员投身川剧艺

术，通过川剧艺术源源不断展现巴
蜀文化的多彩魅力。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近日，由成都市青羊区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主办的“人文青羊·百
城百艺”文旅资源和产业融合推介
会在上海举行，吸引了来自成都市
及上海市各级政府部门、文旅企
业、非遗大师及业内专家等多方代
表参会。

本次推介会以“非遗 +”“文
旅 +”为核心，围绕青羊辖区内的
蜀锦蜀绣、成都漆艺、川剧变脸、铜
壶茶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
开精彩推介，并集中展示了金沙遗
址、杜甫草堂、宽窄巷子等文旅资
源，凸显青羊区在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中的特色优势。

现场，蜀锦织造非遗传承人靳
洪涛推介了蜀锦织造技艺，并展示
了精美的蜀锦作品，让来宾近距离
感受千年蜀锦工艺的独特魅力；成
都漆器工艺厂代表张明珠详细介
绍了成都漆器的工艺传承与文创
产品；金沙遗址博物馆和杜甫草堂
的代表也带来了富有文化创意的
产品推介。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

进行了铜壶茶艺表演与川剧变脸
等非遗表演，带来一场视觉与文化
的双重盛宴。

成都市青羊区文旅企业与上
海文旅界人士还展开了深入交流，
探索文旅产业合作新机遇。青羊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秘书长
詹丽英介绍了青羊区非遗发展现

状。据了解，目前青羊区拥有国家
级非遗项目 3项、省级非遗项目
14 项、市级非遗项目 34 项，涵盖
了蜀锦织造技艺、成都漆艺、川剧
变脸等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技艺，非
遗已经融入了青羊区的园区、景
区、街区。

青羊区文体旅局负责人介绍，

青羊区作为成都的文化中心，正积
极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旅游经济
的深度融合，探索文旅产业发展的
新路径。近年来，青羊区不断加大
对非遗项目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力
度，构建起“非遗 +文创 +科技”的
多维发展路径。一批非遗项目通过
与现代设计、数字技术和市场需求
的结合，实现了产业化创新。例如，
蜀锦织造技艺的传承人联合文创
团队推出现代家居装饰与服饰周
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青睐；成都
漆艺通过数字化工艺展示与高端
定制服务，逐步走向国内外市场。
“这次展览不仅是青羊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一次璀璨绽放，更是
跨越地域的文化交流，将四川青羊
的深厚文化底蕴与上海的国际视
野完美对接。”现场，青羊区向与会
嘉宾发出了热情邀请，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促进两地文化与旅游产业
合作，共同推动非遗文化与文旅产
业的发展。

陈静吴淳友文 /图

古蜀道文旅新篇
历史瑰宝焕流量之光

蜀戏荟群英 川剧正青春
四川省第七届青年川剧演员比赛闭幕

非遗项目齐亮相 探索文旅产业合作新机遇
成都青羊文旅资源和产业融合推介会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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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柴达木盆地西北部，有一座孤独而神秘的小
城。茫茫戈壁之上，这座小城被大片无人区包围，方圆 200
公里之内没有相邻的城市，这就是被称为我国“最孤独城
市”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

之所以称为“最孤独城市”，是因为茫崖和周边的城市
相隔太远，最近的新疆若羌县，到茫崖距离 250多公里，而
省会西宁市，距离茫崖 1200多公里。茫崖就这样孤独地矗
立在戈壁之上，却成为连接青、疆、甘三地的重要节点。

从格尔木乘车奔向西北，戈壁、雅丹、沙漠、盐湖……柴
达木盆地的豪迈与辽阔在这段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江苏游客朱宝娅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茫崖了，作为一名
资深的自驾爱好者，她越来越喜欢这座孤独的小城。“这里
的天空和大地都是最原始的状态，尤其是火星营地，寸草不
生的地表，不时扬起的风沙，这些独特的环境让我产生了走
出地球的感觉。”朱宝娅说。

茫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准玮介绍，茫崖地区由于地
壳运动及气候变化，叠加地表植被稀少，雅丹地貌广布，地
表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颜色与状态，因而被称为“地球
上最像火星的地方”。茫崖也利用这一独有地貌，大力发展
特色旅游产业，开发了多个旅游项目，火星营地项目就是其
中之一。
“你将以探索火星并执行火星任务的探索者身份，跟随

宇航员完成本次火星探险，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开始火
星奇幻之旅。”福建游客颜桂龙在领取了导航设备之后，开
启了自己的“火星探索之旅”。

塔尔西斯高原、火星雄狮、厄俄斯峡谷、大瑟提希高原
……在这片区域，游客能看到很多火星上的地名，俨然是一
个“微缩版火星”。
“火星营地是一个集科学探索、旅游观光、户外探险于

一体的综合性营地。火星营地为游客提供真实的模拟登陆
火星体验，设计多个‘火星任务’，包括戈壁徒步、寻找水源、
搜寻物资等。”火星营地负责人康宝介绍，整个营地由睡眠
舱、指挥舱、观景台等部分组成，可分别容纳 50-200人，体
验游玩时长一般在 2-10天。每年夏季，火星营地就会进入
研学旺季，针对青少年群体，营地还开设了与火星相关的生
物、化学、地理、天文等科普课程，各地青少年来到这里体验
“火星生活”，学习相关知识。

到茫崖旅游，游客处处能感受到这座戈壁小城带来的
科幻感：一上一下的采油机布满黄色山脉，漫天黄沙下，低
矮的楼房显得格外沧桑，石棉矿、锂矿等在城市周边分布，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与现代科技设备同框，带来的视觉冲击
让整个场景变得十分“赛博朋克”，仿佛下一秒就会从厂矿
之间驶出一辆星际战车。

茫崖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唐拓华介绍，位于新疆和
青海交界处的茫崖，古时只是一片牧场，没有长期居住者，
现在的茫崖，是 20世纪中叶开发柴达木盆地时慢慢建成
的，因此，茫崖不仅保留了最原始的地质地貌，也有现代的
科技设备，二者共同形成了原始与文明的视觉冲击。唐拓华
说：“如今，茫崖正在努力打造科幻旅游产业，将茫崖独一无
二的风光展示出去，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最孤独城市’感受
科幻之美。”

科幻旅游业的背后还有茫崖天文观测基地的不断建
设，依托茫崖冷湖镇绝佳的观星条件，2018年以来，冷湖陆
续引进 11家科研单位 14个项目 45台望远镜，大科学装置
投资达 30亿元。目前，冷湖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观
测基地，冷湖天文大科学装置集聚效应已形成。

茫崖的科幻感也吸引了大量文学和影视作品创作者来
此创作。近年来，茫崖将科幻产业作为发展方向之一，从硬
件设施开始，打造火星营地、火星一号公路等，并每年在冷
湖镇举办冷湖科幻文学奖，成为国内科幻文学领域的盛会，
多部科幻电影也来到冷湖镇取景，此外，还有“网红打卡地”
黑独山、充满传说的魔鬼城等。

短短数年间，这座昔日孤独而神秘的小城正逐渐揭开
面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新华社记者王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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