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族小伙丁真借“网红效应”推广四川
甘孜地区美景，湖南张家界《致居留在张家
界游客朋友的一封信》让旅游品牌形象美
誉度全方位提升……如今，各地的旅游宣
传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营销形式更加不
拘一格。

2022年，大足也在营销推广方面走出
了新路径。大足石雕组图进驻长嘉汇商业
中心，“匠艺东方·大足特展”在重庆规划展
览馆展出，大足石刻在上海同济大学、四川
美术学院、贵州省民族博物馆等地办展，球
幕电影《大足石刻》惊艳亮相智博会，举办

“重庆—新加坡”青少年无人机友谊赛，承
办“渝见澳洲”少年推介官选拔大赛……

2022年，大足区面向全球征集城市
形象暨文旅形象口号 6889条，提炼推出
大足形象口号“精美的石刻会说话”；通
过近 600家国内外媒体平台进行全球发
布 9集大足石刻系列微视频，海外媒体平
台覆盖人群达 3 亿人次，总播放量达
2000万次；精彩亮相“2022中国—东盟”
博览会旅游展，代表“大都市”作精品旅
游线路产品推介；开展“川渝一家亲·景
区惠民游”等旅游惠民活动，大足石刻景
区对未成年人实行免费开放；向川渝地
区游客发放 1万张免票，对四川游客参观
大足石刻景区实行买一送一优惠活动。

2022年，大足区联合资阳市共同制作
推出大足石刻、安岳石窟纪录片《镌刻千年
的巴蜀印记》《我们的故事》，被中国国家图

书馆永久馆藏。同时，《我们的故事》荣获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知识类”
二等奖，共同拍摄制作MV《崖壁上的永
恒》用于两地石刻的宣传与推广。

2023年，大足将突出创意引领，持续
在新媒体矩阵搭建和运营上发力，打造多
元化的文化弘扬体系。坚持移动优先、视
频为主、内容为王，注重运用新媒体手段，
唱响“精美的石刻会说话”，讲好大足故事，
构建国际化传播体系，全面提升大足石刻
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和吸引力。

新渝报记者 张玮
图为新渝报资料图

大足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的
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文化积淀深厚，多姿
多彩，开放包容。大足石刻，是重庆最具
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之一。大足始终
坚持保护、研究、利用好大足石刻，加快
推进世界知名研究院建设，全力构建文
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2022年，大足石刻研究院建院 70周
年。70年间，大足区开展了三次文物普查
和数次专项调查，基本摸清了大足文物的
家底，也使大足石刻从 20世纪 50年代所
知的10余处增加到141处，始凿年代从晚
唐提前到初唐；70年间，大足石刻在保护
维修上，围绕石窟渗水、岩体失稳、石质风
化等突出病害，相继开展了上百项保护工
程，在一定程度上使石刻病害得到有效遏
制。大足石刻正在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
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的方向转变，从传统
工程性保护向科技保护、数字保护跨越；
70年间，大足石刻在学术研究上成果显
著。历时16年编撰出版的国家“十二五”重
点图书出版工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1卷
19册《大足石刻全集》考古报告，填补了我
国大型石窟寺编写和出版系列考古报告的
空白。特别是以大足石刻为中心，涵盖巴
蜀石窟研究的“大足学”的构建，将大足石
刻研究上升到了体系和学科的高度，形成
了“北有敦煌学，南有大足学”的双星格局。

近年来，大足石刻研究院紧紧围绕“加
快建设国际文旅名城，建成世界知名研究
院”目标，大足石刻文物医院、大足石刻安
全技术防范中心、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心
等一大批文物保护项目得以实施，景区面

貌焕然一新，传承利用成效明显。
在保护工程方面，大足石刻研究院

既实施了宝顶山石刻卧佛、小佛湾造像、
宝顶山圆觉洞、北山第 168窟等 17个重
大保护工程，还针对大足石刻中小石窟
小而分散、管理难度大的特点，启动了大
足 68处中小石窟三年滚动保护计划，推
动中小石窟保护与乡村文化振兴相结
合，整体规划，统一实施。同时，大足石
刻研究院还强化了科技成果运用，加快
高科技平台建设。与意大利合作，建成
了具有先进水平的“大足石质文物保护
中心”；利用网络数字技术，建成了覆盖
大足石刻 30余处重要石刻的“大足石刻
安全技术防范中心”；利用现代监测和信
息技术，建成了具有动态监测和信息化
管理功能的“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心”。

在传承创新方面，大足石刻进入最新
修订的国家统编教材《中国历史》；大足石
刻博物馆成功申报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大
足石刻数字展示中心建成并投用，其中4K
大足石刻宽银幕电影和8K大足石刻球幕
电影倍受观众好评；先后在成都、天津、苏
州、深圳、北京、上海等举办了大足石刻展
览10余场；大足石刻登上央视《考古公开
课》《人类的记忆》等品牌栏目；“我在乡村
守国宝”主题宣传活动，入选2021年度中
华文物全媒体传播精品（新媒体）推介项
目；腾讯光子旗下卡牌竞技游戏《英雄杀》
与大足石刻联动，发布联动合作纪录片，

以 IP共创讲好大足石刻故事。
到 2026年，大足石刻保护研究和传

承利用水平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
增强，世界知名研究院基本建成。届时，
科研平台上档升级。大足将建成石窟寺
创新中心、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国家文物局保护科研基地、潮湿环境
石质文物保护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
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推动大足
石刻科研能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保护水平提质增效。文物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小石窟
保护成为示范。关键保护技术实现新的
突破，推进完成宝顶山卧佛、小佛湾修缮
及圆觉洞综合性保护研究等30项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工程，大足石刻保护持续走
在全国前列。

学术研究出彩出新。建成石窟寺国际
高峰论坛永久会址，建成大足石刻学院，让
大足成为世界石窟的学术交流中心；大力
推进大足学发展，让大足石刻阐释体系更
加完善；创办学术期刊，出版一批石窟寺考
古报告和有份量的学术专著，让大足成为
中国南方石窟寺区域性研究中心。

传承利用实现新跨越。大足石刻文
化品牌深入人心，文化核心竞争力得到大
幅提升。使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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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研究、利用好大足石刻

高质量文旅新供给助力
新年伊始，位于大足石刻核心景区

的特色高端民宿“宝顶小住”完工投用，
大足文旅发展再添新活力。

“宝顶小住”是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保
护提升工程子工程，四周青山环绕，竹林绿
树与巴渝风建筑相映成趣，43套客房各具
特色。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保护提升工程
是全域建设大足石刻文化公园、推动国际
文旅名城建设的重要内容，包含“宝顶小
住”民宿在内的4个子工程均已完工。

“‘宝顶小住’定位高端特色民宿，完善
大足石刻景区基础设施的同时，也能更好
地满足游客的高质量需求。”大足石刻旅游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兴明介绍。

打造高质量文旅供给，满足游客的
高质量需求，包括吃住游购娱等多个方
面。为此，大足区紧紧围绕国际文旅名
城建设，在提档旅游产品、开发文创产

品、优化配套服务等多方面综合发力，打
出文旅产品新供给“组合拳”。

近年来，大足全域建设大足石刻文
化公园。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
旅游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统筹宝顶山、北
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石刻“五山联
动”，实施大足石刻保护提升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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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遗产游“活”起来。

在新建成的大足石刻游客中心，
“躺”在舒适的座椅上，仰观 8K球幕，千
手观音头上的发饰清晰可见，从未开放

过的北山“第 136号转轮经藏窟造像”也
首次在电影中出现……8K球幕电影《大
足石刻》给游客带来立体、全景的视觉效
果，完整、细腻、震憾的观影体验。除了
刷新大足石刻单一的观赏模式，新游客
中心还能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
高质量的景区导览、游购、休闲等服务。

文创产品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延
伸消费链条、传播本地文化的重要抓
手。大足区深入挖掘特色文化，拓展文
创产品市场，打造适应市场需求的特色
文创旅游商品。

与北京故宫文创研发团队共同出品观
音花冠系列书签、般若莲心香台等特色文
创产品；与贝贝食品科技公司合作出品足
迹系列装饰画、圆觉菩菩系列手办等大足
石刻元素文创产品；彩塑文创《大足狮》荣
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
大足区文创研发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打造高质量文旅供给，离不开交通网
络的优化、文创产品的开发，丰富的旅游配
套，也是提升游客体验、加速旅游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宝顶小住、“如梦荷棠·山湾
时光”等一批特色品牌民宿酒店已经建成
投用，石刻大道及宝棠大道文化景观改
造、龙岗山山门处道路整改相继完成，开
工建设宝顶山—北山快速通道，母城实施
更新改造工程等城市提升项目……

接下来，大足还将稳步推进五大类86
个重点文旅项目，打造出更多拳头产品，努
力构筑全景式、全天候、全家福、全方位的
旅游产品体系，全面提升文旅品牌形象。

激发市场新动能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足区打

好“石刻牌”，打造“石刻+”产业集群，在园
区建设、市场培育等方面多点发力。

为传承大足石雕技艺，赓续大足文脉，
2019年，大足区委、区政府设立了大足石
刻文创园，着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独具特色的文创产业高地、文化艺术高地、
创新创业基地、文旅研学基地。

截至目前，大足石刻文创园厂房建成
面积达 68万平方米，27位国家级、省级以
上工艺美术大师入驻园区，引进企业 162
家，投资总额 209亿元，新注册企业 100余
家，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0亿元。值得
一提的是，园区产品还扩展至城市雕塑、园
林雕塑、石雕、木雕、玉雕、铜雕、壁画、陶
艺、珠宝首饰、家庭工艺品、生活用品、数字
文创等多个门类。

去年 8月，在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博
览会上，入驻大足石刻文创园的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王鹏从大足石刻中撷取璎珞、冠
饰等美学符号创作的《大足文创之宝华璎
珞》30余件作品，荣获第二届“百鹤杯”工
艺美术创新大赛“百鹤奖”；曾荣获第十七
届深圳文博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

“金奖”的《丽人行》国潮手办于去年在大足
石刻文创园实现量产……

为了让艺术品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
让文化创意产业在成渝腹心魅力绽放。大
足石刻文创园通过数控机床和3D打印，批
量生产销售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让消费
者更方便接触大师作品，让大师作品销路
也能更广。另一方面，园区还将更多艺术

元素注入生活品，开发了镇纸、雨伞、水杯、
摆件等工艺美术文创产品，兼具艺术气质
和生活气息，深受消费者欢迎。

2022年，大足区强化顶层设计，编制
《大足区推进国际文旅名城建设行动计划
（2022—2025年）》等一系列规划、计划文
件，形成了引领全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总
体框架，对园区建设、招商引资、企业培育、
区域合作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激励效应和
拉动作用。

目前，大足石刻文创园园区商贸中心、
展览中心、艺术家小镇已经建成投用，六匠
文创、莲山雕塑、富瑞雕塑建成投产，小镇
焕新、“大足川印象 1958”、三角梅沙滩露
营基地正在加快规划。

2022年，全区完成签约企业 16家，签
约资金80亿元，到位资金11.1亿元。引入
川渝福家居文创产品市场、九洲城市雕塑、
德隆艺术景观石、祥瑞奢石等项目，石雕石
材产业链进一步完善。与中宝协联合成立
珠宝玉石产业发展基金并设立大足美学珠
宝文创中心，与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共建彩
塑产业基地，珠宝玉石、工艺美术产业基础
不断夯实。引入荷马教育建设大足石刻数
字职业学校和数字创意产业园，数字文创
产业顺利起步。

去年大足区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
纾困”活动，共走访企业200余家次；兑现企
业升规、文旅商品获奖等奖励资金 230万
元，协助文旅企业融资贷款 8.3亿元；举办
第七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春夏）大
足分会场活动，带动文旅消费1075万元。

创意宣传营销新路径出圈

唐风宋雨，悬崖绝壁，匠
人用铁器在山崖敲击出星星
火花，冰冷的石头生出了千
古璀璨。这，就是重庆市唯
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
石刻，它代表着9—13世纪
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

大足的众多城市名片
中，大足石刻无疑是最为夺
目的那张。近年来，大足区
始终牢记“一定要把大足石
刻保护好”的重要要求，加速
构建“日月辉映、繁星闪烁”
的文旅融合发展大格局，打
造文旅新供给、激活市场新
动能、拓展营销新路径，全面
提升文旅品牌形象，全力做
好国际文旅名城大文章。

征衣未解再跨鞍，大足
文旅谱新篇，百万大足人民
迈开逐梦前行的铿锵脚步。

8K球幕电影《大足石刻》。

千手观音造像千手观音造像。。

游客在大足石刻景区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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