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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高点定位 对标国际一流

大足 全力打造国际文旅名城
中国石窟艺术素有“北敦煌，南大足”之说。大足石刻是世界八大石窟之一，也是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世界

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众多亮丽的城市名片中，大足石刻无疑是大足最为夺目的那张。擦亮大足石刻这张“金字名片”，必须以世界遗产的高度

与全球对话。坚持高点定位，对标国际一流，加快打造国际知名旅游地、世界知名研究院，全力做靓近悦远来、享誉世界的文化
会客厅，大足正全力打造一座国际文旅名城。

去年12月，大足石刻小佛湾造像保护修
复工程完成室外遗存本体修复工作。

小佛湾造像位于宝顶山圣寿寺右侧，雕凿
于南宋，保留了大量经目和精美的雕刻，是世界
遗产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800多
年岁月沧桑，小佛湾造像出现多种病害。

2020年5月，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

煌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联合实施的大足石
刻小佛湾造像保护修复工程正式启动，对修复
难度相对较大的室外遗存石刻率先展开修
缮。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室外遗存本体石刻修
复工作已完成，砂岩表层劣化、造像局部残损、
表面污染、石砌体局部倾斜、渗水等病害得到
有效解决。下一步，修复工作将把重心转向室

内遗存部分。整个修缮工作预计将于2023年
底完成。

过去5年，大足牢记“一定要把大足石刻
保护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大足石刻的保护、
研究、利用作为全区发展的“一号工程”，全域
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公园。

在大足的全力推动下，《重庆市大足石刻
保护条例》颁布施行；大足石刻研究院提档升
级；大足石刻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
馆；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获评第三届
全国优秀文物保护工程；《大足石刻全集》填补
了我国石窟寺大型考古报告编写和出版的空
白；国家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成功举办系
列大足石刻特展；大足石刻首次进入国家统编
历史教材，获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
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功能提升；大足石雕入选
国家级非遗项目。

在大足石刻这块“金字招牌”的带动下，
大足文旅事业蓬勃发展。大足与四川美术学
院合作建立大足学研究院；成功创建市级孝廉
文化实践教学基地；龙水湖跻身市级旅游度假
区；重汽博物馆建成投用；十里荷棠·山湾时
光、隆平五彩田园等乡村旅游景点成为游客休
闲旅游的好去处；大足鲤鱼灯舞精彩亮相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环龙水湖半程马拉
松赛、大足石刻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天下大
足·醉美乡村”二十四节气民俗文化活动等成
功举办；大足参加央视《魅力中国城》，获评“优
秀魅力城市”“年度魅力文化景区”。

酒好还怕巷子深。打造国际文旅名
城，离不开面向国际的宣传营销。今年
起，大足将突出创意引领，统筹开展画说
大足、天籁大足、光影大足、印象大足和
百城展览、百场讲座、百馆赠书、百集视
频展播等推广活动，不断提升大足石刻
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和吸引力。

创新推出文艺精品力作，让大足石
刻“活起来”“兴起来”。面向全球征集旅
游营销口号、形象标识，创新打造文化旅
游IP，深入实施“N个一”（主题歌、文化
书、故事汇、微视频、画册、网文、游戏、动
漫等）计划，使大足让人津津乐道、令人
心驰神往。

注重利用名人名家效应，让大足石
刻“高起来”“名起来”。坚持高位推动，
善于借势成势，精准对接海内外名人名
家推介大足，持续办好大足石刻大讲堂，
使大足不断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

精心构建全媒体矩阵，让大足石刻
“热起来”“火起来”。深化与知名媒体合
作，持续加强国内外传播。坚持移动优
先、视频为主、内容为王，注重运用新媒
体手段，创新办好旅游网站，积极探索交

互传播，让大足石刻闻名遐迩、享誉全
球。

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让大足石
刻“立起来”“动起来”。加快推动大足石
刻进入广阳岛、艺术湾等重庆城市功能

“六大名片”，持续开展“走进国博、牵手
故宫”等主题活动。积极推动“数字丝路
石刻文化溯源行动”，充分利用海外中国
文化中心、驻外旅游办事处等平台开展
全球营销，有序实施全球巡展计划，让大
足石刻走下崖壁，与国际对话、向世界邀
约。

着力提升节庆赛事水平，让四海宾
客“涌进来”“住下来”。坚持常办常新，
统筹办好大足石刻国际文化旅游节、艺
术展、音乐会等活动，做到“月月有活动、
季季有亮点、年年有盛典”。进一步加大
对过夜游客的激励力度，让海内外游客
来大足、留大足、住大足，不断提振旅游
消费，加快做强旅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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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金字名片”助力文旅发展

千手观音造像

过去5年，大足全域建设大足石刻文化
公园。也就是说，这座公园包含1436平方公
里的大足全域。这一思路，将在接下来的5
年得以延续。

大足将坚持“文旅+”，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推动文化旅游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把大足
石刻文化公园打造成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
重要引领、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的重要
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世
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推动历史文化

名城建设，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此，大足将扎实抓好精品景区和旅游

度假区提档升级。突出“三山一城”（宝顶山、
北山、南山、中心城区），高标准一体化建设

“五山”文化型生态化世界级旅游综合体；高
品质打造十里荷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片，提
档升级隆平五彩田园等乡村振兴示范点；做
好龙水湖、巴岳山“山水”文章，统筹打造国际
生态康养胜地；盘活利用川汽厂老厂区等资
源，切实打造工业博物馆等新业态；高起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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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实抓好高端酒店和精品民宿配套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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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昌州古城、荷棠夜市等
夜间经济提质增效，点燃“大足不夜城”，建成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扎实抓好大旅游环线规划建设。打造轨
道上的旅游观光线路，实现宝顶山、北山、南
山联动。推进大足石刻站至大足南站轨道交
通规划建设，提档升级旅游公路网络，串联

“五山”、龙水湖、乡村旅游示范点等旅游资
源，实现“快旅慢游”深度体验。

扎实抓好特色文创商品开发。做大做强
工艺美术、数字文博等文创产业，开发彰显大
足文化内涵、符合现代生活美学、适应市场需
求的特色文创旅游商品，打造“大足好礼”旅
游购物品牌。

扎实抓好旅游服务数字化提升。创新
“惠游大足”智慧文旅平台，让游客来大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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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实抓好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共建。建设
资（阳）大（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联动巴
蜀文旅资源，共同打造国际范、中国味、巴蜀
韵的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

全域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公园

强化国际旅游宣传营销

2020年5月12日，大足石刻研究院
（大足石刻博物馆）举行挂牌仪式。

大足石刻研究院将着力建设以大足
石刻的科学建设为核心的国际文旅城，
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逐步建
成世界有名的研究院。同时，还将大力
发展文创、旅游、展览等特色，串联起产、
学、研、用的完整链条，努力打造世界的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典范，让优秀历史
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今年起，大足将依托大足石刻研究
院，围绕“文物保护的样板、传承利用的
示范、文旅融合的标杆”目标，持续提升
大足石刻保护研究利用水平。

加强保护利用。实施一批重点文物
保护工程，承担一批国际国内重点科研
项目，建设重点实验室、科研工作站，建
成大足石刻文物修复医院和数字化研究
中心，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中国南方石质文物保
护基地。

强化人才支撑。不断完善激励政

策，柔性引进国内外名师、名家等高端人
才；培养一批有情怀、肯钻研、高素质的
专业人才，构建形成学术带头人、科研骨
干和青年后备力量的人才金字塔；全面
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培育一批爱大足、
懂石刻、善宣讲的专家型讲解员。

深化学术研究。持续推进“大足学”
研究，创建大足石刻学院，创办石窟寺研
究学术期刊，组建大足石刻学术委员会，
建成中国南方石窟寺研究中心，举办系
列国际性学术品牌论坛，联动国内外著
名高校院所开展共享型、带动型学术课
题研究，打造世界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新
品牌、新高地。

传承弘扬文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阐发
大足石刻中蕴含的“慈、善、孝、义、廉”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文物研究阐释
和展示传播水平，持续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用文化对话世界，为人类贡献
文明。

加快建设世界知名研究院

建在公园里的城市

108个岛屿星罗密布地散落在龙水湖上

十里荷棠，山湾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