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集团，将文化和旅游对接

文化旅游业，成为成都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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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出发，上成温邛高速公路，车行 40分
钟左右，就抵达了平乐古镇。

走过平乐古镇的牌坊，一条凤尾竹夹道的
幽绿小径让人心顿时清静起来。潺潺流动的
白沫江，沿江修筑的古老民居，质朴沧桑的石
板古街，穿行在百年古镇，仿佛走进了历史，
去触摸茶马古道第一镇的岁月风情。坐在白
沫江畔，一壶好茶，一把躺椅，一个人就可以
偷得浮生半日闲。

而在平沙落雁文化街区，修旧如旧的川西古
朴建筑群落，传承着往昔的秦汉古韵，而街区里
雅致的客栈与酒吧，茶楼与咖啡厅，特色小吃与

时尚购物，四合院落与现代设施，却又诠释着古
今交融的美妙意境。

街区的正中心，大名鼎鼎的莲花府邸酒吧广
场前，“带把吉他去平乐”主题文化音乐节的大舞
台，又给这个千年古镇增添了几分文艺和小资的
气息。

成都周边的10个古镇里，平乐古镇是距离市
区最远的一个，也是保留着最原始风貌的古镇。
而如今，经过打造和升级的平乐古镇，从“农家
乐”脱胎换骨，成为成都古镇中最有韵味、最具文
化气息的一个。而它的目标，则是成为国际性的
度假旅游乡村小镇，成为中国艺术休闲聚落。

扼守着青藏门户的成都，历
来是中国文化旅游名城。2300多
年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遗存，
为这里留下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

杜甫草堂、武侯祠、都江堰、
青城山、望江楼、青羊宫、文殊坊、
浣花溪……像闪亮的珍珠，把成
都点缀得妩媚动人。

古往今来，沃野千里的天府
之国都吸引着无数人前来。

所以，与其他城市不同，这里
的每一个景点都与历史文化名人
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故事。

这是李冰的成都，这是诸葛
武侯的成都，是杜甫的成都，也是
薛涛的成都。

为了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成都更是把文化和历史优势
发挥到了极致，旅游、文化和历
史，如此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锦里、宽窄巷子、平乐古镇、
西岭雪山……有别于传统景点的
一大批新景区迅速崛起，它们成
为成都的名片，成为成都生活样
本，成为游客眼中的“最成都”，也
成为成都人的温暖记忆。

晚报记者 邢进 孙娟 文/图

如果说锦里代表了四川的民俗文化，而宽窄巷子则
承载着一座繁华少城的温暖记忆。宽窄巷子是成都遗
留下来的较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宽、窄、井三条平行的
老巷，是老成都千年少城城市格局的遗存。

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片区主体改造工
程确立，该区域在保护老成都原真建筑的基础上，形成
以旅游、休闲为主，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浓郁巴蜀文化
氛围的复合型文化商业街，并最终打造成具有“老成都
底片，新都市客厅”内涵的“天府少城”。

2008年6月，修复竣工后的宽窄巷子揭开了盖头，当
天就有 10万人拥进去，用惊艳的眼神，打量、欣赏、抚摸
这里的每一道门栏、每一块青砖、每一处还带着老成都
体温的院落。

宽窄巷子，保留了街边的一把竹椅、一杯盖碗茶的
成都市井风情，还新增加了咖啡、酒吧、西餐、私房菜馆、
会所、艺术沙龙等业态……这里是成都的新生活，是时
尚文化的新坐标。

几十个老院落虽然变成了私房菜、咖啡馆、酒吧，但
院子里的老建筑安然无恙，连庭院中的老树都毫发未
损。宽窄巷子更令人着迷的是它的文艺范儿，随便走出
一位“店家”，可能就是雕塑、国画或者民俗文化研究的
大家。

锦里，展开四川
民俗寻梦之旅

号称“西蜀第一街”的锦里，位
于武侯祠东邻，是西蜀历史上最具
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如今的锦里，
是原遗址区域的浓缩，为明清川西
古镇建筑风格。

走进锦里厚重的黑漆木门，一条
石板小街蜿蜒曲折，两侧是粉墙黛瓦
的明清仿古建筑。

在这远离了汽车轰鸣和霓虹闪
烁的都市一角徜徉，吃小吃，泡茶馆，
玩响簧，抽陀螺，看蜀锦蜀绣，看蚕丝
织造。在这个传统而时尚的街区，你
能找到成都逝去的岁月，品味四川民
俗的味道。

这条由武侯祠博物馆斥巨资打
造的街区，被誉为“成都版清明上河
图”。在博物馆附近打造文化创意园
区，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的“锦里”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
可。不久前在四川参加活动的台湾
历史博物馆馆长张誉腾表示，“锦里”
模式，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

5年来，锦里已经成为外地游客
来成都绕不开的街区。带朋友逛锦
里的成都市民黄女士就颇有感触：

“过去我们要给外地朋友介绍成都
民俗文化，除了送书之外，很难让
他们有真切感受，现在有了锦里就
不一样了，蜀锦、蜀绣、竹编、漆器、
蜡染、皮影等绝活，甚至三大炮、锅
盔等民间小吃都可以在这条街上一
网打尽。”

谈起成都的文化旅游业，成都文旅集团是
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个集团一直致力于将文化
与旅游对接，做“大旅游”产业。上述的宽窄巷
子，平乐古镇，全部出自成都文旅集团的手笔。

文旅集团是成都市政府“软调控”的典型
产物，该集团将文化与旅游结合，对一些需要
大量基础投入、市场不成熟的区域进行开发运
营，同时也为城乡统筹提供支撑。2007 年 3
月，文旅集团组建之初市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
见，反对者认为国有企业进入这个领域没有必

要，支持者认为成都正在服务业升级关键阶
段，需要国有资本拉动。

文旅集团董事、副总经理柴阳说，集团接
手宽窄巷子后投资达6个亿，复旧如旧，将成都
的吃喝玩乐、消费业态都捕捉进来。“如果民营
企业做这样的项目，一方面投资庞大；另一方
面为尽快收回投资，可能注入太多商业元素，
就把味道给破坏了。”

在宽窄巷子的招商中，别出心裁请来文化
人开店，是文旅集团的另一高招。翟永明的白

夜酒吧、石光华的上席川菜馆，都已经成为品读
成都的文化地标。虽是“政府项目”，可宽窄巷
子2010年市场估值不下于15个亿。之后的平
乐古镇、西岭雪山、大慈寺等项目，都延续了类
似思路。

柴阳说，成都人的知足、闲适，已经成为根
植在市民中的城市气质。“我们在旅游开发中，
把自己定位成这种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和创
造者，致力于创造和倡导一种美好的生活方
式，这是与原先开发模版最大的不同。”

成都市旅游局市场营销处调研员高萍说，
“十一五”期间是成都旅游的快速发展期，旅游
业各项经济指标均保持了持续增长。2010年，
全市旅游总收入达 601.5 亿元，旅游外汇收入
达2.7亿美元，入境游客达80万人次，旅游业支
柱产业的地位已经确立。

针对国内市场，向省内外游客发放熊猫金
银卡，使近 500万人次的持卡人免费畅游了成

都的有关景区。
针对国际市场，开展旅游商品推介会、文

化周等活动，向外推广成都各类旅游产品。成
功举办了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成都国
际美食旅游节、国际桃花节等国际性节事活
动。

5年内，成都获得了“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世界美食之都”、“中国十大会展城市”、“中国

十大魅力会议目的地城市”、“中国十大节庆城
市”以及亚洲首个“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网络
成员”等重要称号。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的城
市总体形象初步形成。

“十二五”时期,成都将重点打造大成都都
市休闲度假旅游区，龙门山国际山地旅游区、
中华大熊猫生态旅游区等精品旅游区。

最民俗的锦里最民俗的锦里
最时髦的宽窄巷子最时髦的宽窄巷子

最具文化气息的平乐古镇最具文化气息的平乐古镇
成都大旅游，无缝对接历史文化成都大旅游，无缝对接历史文化

宽窄巷子的窄巷子，其实不算窄宽窄巷子的窄巷子，其实不算窄

走出郑州看全国系
列活动——

成都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