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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大足 将含金量更足的旅游名片再次递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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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金”名片，与全球对话

大足因石刻而闻名。
千年前，大足先贤开山化石、励志图新，以

超常的意志定力、精湛的艺术造诣，将5万余尊
石刻造像镌刻在大足青山绿水之间，造就了世
界石窟艺术史上的巅峰之作和最后丰碑。

历史的时针，走到1999年12月1日。这一
天，大足石刻以“无与伦比的天才的艺术杰作”
等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3项标准而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的大足石刻，是我
市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之一，更是中国
乃至世界的文化瑰宝。

“大足石刻是大足响亮的文化名片和独特
的文化标识，更是大足发展文旅的基础和优
势。”大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建设国际文旅
名城，首先就要擦亮这张“金字名片”，深化旅
游文化内涵，更好地推动大足石刻文化展示传
播、弘扬传承，提升大足的国际形象、美誉度
和影响力。

建设国际文旅名城之路非朝夕之功，更取
决于正确的方向、目标和路径。

当前，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深
入实施，尤其是双高铁时代的全面来临、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设的纵深推进，大足作为桥头堡
城市、地处成渝地区腹心，建设国际文旅名城，
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为持续用好这张“金”名片，大足牢记殷殷
嘱托，把大足石刻保护研究利用作为全区发展
的“一号工程”，锚定建设世界知名研究院的目
标，坚持国际理念、国际水准，加快人才引进和
培养，强化与国内外大院大所合作，持续深化对

“大足学”的研究，高规格举办国际学术论坛，致
力于打造大朴大雅、珍贵尊享的“当代精品、传
世遗产”。

如果说大足石刻是“金”名片，那么景区则
是用好这张名片的重要载体。2月22日，大足
召开建设国际文旅名城动员会，明确以“精品
景区景点提升工程”作为实施路径，高标准建
设“五山”文化型生态化世界级旅游综合体，
强化“五山联动”，突出“三山一城”，推动景区
与城区、城文景融合发展，塑造“城在景中、景
在城中、城景交融”的美丽画卷，建设旅游型
城市综合体，做靓“世界遗产游”，建成富有文
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

对标国际，争创一流。为持续擦亮文化遗
产“金字招牌”，大足正在深入谋划、大力推进

“走出去”战略，深度融入“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
公园”和“艺术湾区”等重庆“六大名片”城市功
能建设，持续开展百城展览、百场讲座、百馆赠
书、百集视频展播和“走进国博、牵手故宫”等推
广活动；统筹办好大足石刻国际文化旅游节、艺
术展、音乐会等主题活动；并精心构建具有国际
范的全媒体矩阵，向世界讲好大足石刻中国化
的故事，全面提升大足石刻的国际知名度、美誉
度和吸引力。

擦亮“绿”名片，与全域共享

一年春景莫错过，最是花开好看时。近日，
“天下大足·醉美乡村”2022年农旅文商活动正
式开幕，并发布了寻花访李、非遗体验、菜花遨
游、浪漫芬芳等7条春季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向
市内外游客发出春天的邀请。

厚重的人文风韵、纵深的山水自然、秀美的城
乡风貌，构成了大足的生态本地与美景家底。然而
要建设成一座真正称得上国际化的文旅名城，必然
要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树立起具有鲜明的特色、独特
的地位。旅游全域发展成为大足的路径。

“‘全域’旅游，绝不是大足1436平方公里都
用来搞旅游，绝不是107万名大足人都来从事旅
游。”2月22日，大足区相关负责人在建设国际文
旅名城动员会上表示，发展全域旅游，其核心实
质是实施文化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
展，以文化旅游业为优势产业，优化、提升其他产
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审美游憩价值，充分彰显旅
游“一业兴百业旺”的重要功能和作用。

众望之下更清醒，跳出全域看全域。当前，
全域旅游时代已全面来临，在建设国际文旅名
城跑道就位的大足，没有时间犹豫，顺势而为、
补齐短板、全域发力就是最佳选择。

以大足石刻文化为引领，把招牌立起来，把
拳头产品做出来，把知名度传出去，一套“旅
游+”“+旅游”的创新之举跃然浮现——

发挥自身特色优势，高起点构建国际一流
旅游产品体系。文化为引领，大力推动大足石刻
文化元素走下崖壁，融入城市，走向世界，扎实推
进全域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公园；山水做“文章”，
紧扣龙水湖、巴岳山，培育会议、体育、研学、康
养、商务“五大业态”，规划建设龙水湖国际旅游
度假区；乡村建示范，推动十里荷棠城乡融合发
展示范片和隆平五彩田园等5个乡村振兴示范点
提档升级；特色做补充，盘活利用川汽厂老厂区
等资源，打造工业博物馆等新业态；打造古建筑
博览园和一批文旅街区、文博公园、文创长廊、影
视基地、精品演艺、石刻工场等，推出一系列沉浸
式体验项目。

牢固树立融合理念，全面推新“旅游+”。以
“+生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动生态旅
游化，打造“诗画大足”；以“+城乡”，深入挖掘城乡
旅游资源和文化内涵，打造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必
游”“必看”旅游场景；以“+产业”，推进文旅与其他
产业相加相融、协同发展，实现产业全域联动；同
时，推动文旅与文化、教育、体育等产业的业态融
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促进优势互
补、形成合力，最终实现大足处处都是景，游客时
时都在景中，刻刻都能感受到浓郁的旅游氛围。

接下来，大足还将围绕“两天一夜”游，建设
一批具有标志性、引领性、带动性的精品景区景
点，构筑全季节、全天候、全方位的旅游产品体
系，将大足打造成游客到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的必游之地、必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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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足区文旅形象宣传
口号征集公示在国内外各级媒
体广泛传播，旨在征集一句 12
字以内能鲜明反映大足历史文
化底蕴和旅游资源特色的文旅
形象宣传口号，力争“一句话叫
响大足”。

从报刊书籍到展览会议再
到声光影音，属于大足的旅游声
音一直广为传播，如何才算“叫
响”？

拥有我市唯一的世界文化
遗产大足石刻，龙水湖休闲旅游
度假区、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隆平五彩田园等一大批优质旅
游资源在此积聚。这颗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上的明珠，怎样才更

“明亮”？
从巴蜀到全国再到世界，大

足区第三次党代会给出答案：全
力推进国际文旅名城建设，做靓
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

美誉、憧憬、责任，大足正将
其转化为上下奋进的动力，沿着
崛起成为国际文旅名城的必由
之路铿锵迈进……

“金”名片的新注脚
建设国际文旅名城既是全力以赴、铿锵迈进的过程，

也是对标一流反思“不足”、尽快“补足”的一个过程。为
此，大足将整合旅游资源要素，贯通“吃住行游购娱”全产
业链，加快建设快捷化、便利化、特色化的配套设施和服
务项目，增强文化旅游的体验性、互动性和娱乐性，全面
提升供给品质，提升游客体验感、舒适度和满意度，为这
张递给世界的“金”名片书写全新注脚。

吃可口
进一步打响丁家坡洋芋、邮亭鲫鱼、大足黑山羊等品

牌，挖掘特色餐饮，讲好美食故事，培育出一系列名宴、名
菜、名小吃，推动“老字号”“餐饮名店”“名小吃”建设，打
造一批特色美食和美食风情街，提高游客的吸引力、消费
的集合地，真正让旅游的人“非吃不可”。

住舒适
实施“增星添A”计划，科学规划布局定位，有序发展

国际化、品牌化高星级酒店，建设一批特色鲜明、文化多
元的精品民宿、乡村酒店、艺术客栈。确保两年内，新建
五星级以上酒店2家以上、精品民宿10家以上。

行通达
加快推进成渝中线高铁大足石刻站、C3线建设，提

速成渝铁路扩能、成渝高速提质改造做到“快进快出”；提
升旅游路，建好城景通道、景景通道和乡村旅游通道，全
力推进大足石刻站至大足南站轨道交通，实施旅游环线
和轨道建设工程，串联全区文旅资源，构建“快旅慢游”深
度体验。

游便利
抓好旅游服务数字化提升，创新“惠游大足”智慧文

旅平台，让游客来足更智能、更便利。推动大足石刻“上
云”“触网”，建成大足石刻数字博物馆，建设一批智慧旅
游景区、度假区，实现线上云游、线下体验。

购满意
持续深挖大足石刻文化艺术内涵，联合工艺美术大

师，开发特色文创商品，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创意、有市场
的旅游商品品牌，精心打造“大足好礼”旅购品牌。建设

“大足农产”体验馆，打响大足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知名
度。

娱开心
以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用好现代科技、丰富儿童娱

乐项目为抓手，集聚川剧、把戏、鲤鱼灯等具有中国味、巴
蜀韵、大足特色的传统演艺节目，推出一系列沉浸式、科
技化文旅新模式、新体验，建设一批满足儿童的休闲、娱
乐需求游乐设施，满足不同年龄群体个性化、差异化的娱
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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