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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上中顺特色街区所在片区
的发展，亦是一次对乐山老城发展
的回望。

2012年，顺城老街出现了第一
个充满老物件和旧书籍，可以喝茶
聊天的文艺人士聚集地。它的打造
者“影子”，曾经在大城市漂泊打拼，
却因看中老街的古旧与安静而回
归。在他看来，乐山老城潜力满
满。事实也证明，作为顺城老街的

“守望者”，“影子”的期待未被辜
负。

从一开始的“孤芳自赏”到如今
的百花争艳，“影子”见证了街区的
改变。回顾过去的几年，上河街—
中河街—顺城街棚户区改造项目顺
利推进，老城“烟火气”与城市发展
共生共荣，文艺气息与日俱增。以
顺城老街为核心，辐射带动上河街、
九龙巷等周边街道，咖啡店、茶馆、
私房菜、私享音吧等文艺小店频起，
百年老街突然成了“网红”。

2016年 9月，第三届四川国际
旅游交易博览会前夕，上中顺特色
街区鸣锣开市，这一总建筑面积达
37000余平方米的项目正式以全新
的面貌与世人见面。基于乐山文旅
升级“做大游山、做精游船、做活游
城”的总体定位，作为“游城”的重点
项目，上河街—中河街—顺城街棚
户区改造项目从设计创意、改造工
程开始，就将后续产业布局与整体
规划相融合，形成了完整的棚改项
目链条。这既是惠及原居于此近
700户居民的旧城改造创新典范，
更为上中顺特色街区的应运而生创
造了最佳条件。

2019年11月，市中区成立项目
指挥部，统筹推进上中顺特色街区
景观打造、风貌改造、楼体亮化设施
建设以及周边老城街区沿街风貌改
造、道路和亮化整治等工作。

今年1月，乐山港·上中顺招商
启动会举行，项目以互联网流量变
现和超级IP研发思维，聚合美食、商
业、文化、潮流、艺术、民宿、城市体
验中心等超级业态的城市新地标，
打造具有全国示范效应的“颜值诗
意+灵魂有趣”文旅商业街。

今年9月，上中顺特色街区的
改造迎来丰收季节。9月19日，上
中顺特色街区周边，包括上河街、顺
城街、九龙巷三个街道在内的特色
文化打造项目面世，掀起一波打卡
热潮。9月24日，在四川三大文旅
盛会之际，上中顺特色街区盛大开
街。在街区外的乐山港，“上中顺”
成为码头地标，不少游客纷纷前来
打卡。

曾经，嘉定港船舶云集，“港内
常有上千条船只停泊，形成一个码
头城市”。如今，作为新晋网红打卡
点，全新亮相的上中顺特色街区用
乐山元素齐聚的精彩演出，引爆老
城热潮。家住顺城老街的市民陈阿
姨作为见证者，感慨万千。她告诉
记者，上中顺特色街区打造后，不仅
颜值提高了，还成了网红打卡点，家
门口就能“旅游”，让她特别开心。

更为振奋的是，为了更好地打
造、管理、运营上中顺特色街区，乐
山城投集团联袂国家文化科技创新
服务联盟，组建上中顺特色街区管
理委员会，通过“管委会+运营公
司+商户行业协会”的管理模式，理
顺了整个街区从行政管理、运营开
发到行业自律的一系列措施。此
外，受“8·18”特大洪涝灾害影响暂
未能与广大游客、市民见面的《乐山
味道》情景剧，也将在今年年底揭开
神秘面纱。该剧将“鲜甜苦辣”的乐
山味道融为几场短剧，汇聚乐山景
城的山脉、水脉、文脉于一处，融合
嘉州味道的菜香、茶香、书香于一
体。

一半山水一半城，作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乐
山山环水绕，文化底蕴深厚，名山、
名佛、名人、名城绘就景城交融、古
今交汇的独特画卷。凭借得天独厚
的优势条件，坚持景城一体打造，在
以上中顺特色街区为代表的网红景
点推动下，老城区摇身变成“新景

区”，老街IP叫好更叫座，乐山
加速从“旅游城市”向“城

市旅游”转变。

从春秋时期蜀王“开明故治”起至
今，乐山已有约 3000 年历史。在明
代，嘉州古城东有一条约六米宽的护
城河，百姓称之为“濠沟”。清代后期，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濠沟
外逐渐兴起三条街道，分别为上河街、
中河街和后河街。与上河街平行并立
的顺城街，则因顺着明代城墙修建而
得名。

在顺城老街的墙上，一幅由民国
乐山县政府地政科监制的民国33年
《乐山县市区图》格外引人注目。通过
地图，上河街、下河街和顺城街三处地
名清晰可见。记者了解到，这张地图
原始图片的提供者是上中顺特色街区
的“原住民”、乐山收藏人张旭东。他
告诉记者，这三条紧挨着江河、码头与
城门的街道，既是乐山城普通百姓的
杂居之所，也是商贸往来各类货物的
堆放地，一直热闹繁荣，颇有“嘉州酒
重花绕楼”的意味。“这几条街道之间，
曾经还有一条糖市街，依靠岷江河岸
码头水上交通运输的便利，这些街道
组成了商品集散地，慢慢就吸引了住
户，汇聚了人气。”张旭东说。

依靠水运市场的发达，这里还衍
生出食、宿、娱商业中心。曾住在这里
的不少居民回忆，上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上中顺还保留着闹元宵、赛
龙舟等节日风俗。每逢活动，街上人
山人海，处处都是热闹气氛。“端一碗
豆腐脑，站在河边上看划龙船，巴适日
子不摆了。”

乐山籍作家邱硕的作品《乐山城
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中，亦有相似
的文字描述，“由此可见，到民国时期，
乐山城的商业区仍呈‘双中心’的布局
……一个是位于东部外城的因水运交
通而繁盛的商业区……而中河街、下
河街、较场坝、涵春门、糖市街等组成
的东部商业繁华区域，基本上是靠岷
江水路交通支持的商品集散、批发零
售市场，以及因此衍生出的食、宿、娱
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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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顺人气满满

▲体验糍粑制作

夜色降临，位于中心城区的上中
顺特色街区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
刻：全新设计的灯光与街区建筑交相
辉映，越“夜”越美丽；近景魔术、汉服
巡游、杂技、人偶互动、川剧变脸等表
演精彩连连，吸引往来市民和游客驻
足合影；星罗棋布的商铺里，乐山特色
的豆腐脑、钵钵鸡、跷脚牛肉等美食香
味诱人；许愿风铃、“8·18”水位线等布
景和充满乐山元素的文创产品更是成
为 不 少 人 朋 友 圈 里 的“ 最 佳 布 景
板”……

作为乐山推动景城一体和拉动夜
间经济量身打造的特色文旅项目，从
今年 9 月开街至今，上中顺特色街区
已然成为乐山旅游的新 IP，外地游客
的“新宠儿”。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
黄金周，上中顺特色街区接待游客
15.24万人次。

IP

▲乐山礼物让人流连

本报讯（记者杨心梅）10月15日上午，“缘起丹青”2020
广元、眉山、乐山美术精品交流展（乐山站）在市美术馆举
行。

据了解，此次展出共汇聚乐山、广元、眉山三地艺术家的
104幅国画作品，展现了三地美丽的自然景观和风俗人情。
广元市美协主席赵勇为乐山市民带来了他的作品《蜀道人
家》，画作大气磅礴，尽显蜀道雄奇险峻，“这幅作品一方面展
示蜀道的壮美景观，另一方面通过画笔展现新农村新景象。”
赵勇告诉记者，乐山站共展出广元画家的25幅作品，均是他
们的精心之作。此前两地画家经常就画作进行交流学习，这
次的集中展示将更好地促进两地艺术文化交流。

据了解，为践行文旅兴市、融合发展的目标，弘扬传统
文化，加强区域交流，从今年7月起，“缘起丹青”2020广
元、眉山、乐山美术精品交流展开始在三地陆续展出，乐山
站是此次交流展的收官之展。此次交流展不仅集中展示
了三地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美术创作等发展成果，满足了
三地人民对美术欣赏的迫切愿望，还为三地艺术家架起了
切磋技艺、交流经验、联系合作的桥梁，为探索三地美术事
业融合发展和美术展览走出去、请进来开辟了路子。

记者还了解到，“缘起丹青”乐山站的展出将持续到本
月30日，期间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
可自行前往市美术馆观展。

缘起丹青
共绘蜀地美
2020广元、眉山、乐山美术精品交流展在乐收官

本报讯（记者 宋雪）10月15日至25日，第三届全国中
小学生书法大赛启动仪式暨夹江首届文房四宝博览会在夹
江举行。15日，作为重要配套活动的夹江县纸产业发展座
谈会召开，全国造纸行业的专家学者齐聚夹江，把脉夹江书
画纸产业、共话高质量发展之路。

座谈会上，来自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国内知名高校、著
名纸企的专家学者，结合夹江纸产业实际，从提升产品质
量、拓展产品销路、打造纸乡品牌等角度进行主题演讲或发
言。同时，围绕传承弘扬纸产业传统文化，与会者积极探讨
夹江纸产业绿色转型，为夹江书画纸产业发展建言献策，推
动夹江纸产品品牌影响力提升。

现场，浙江省文化联盟与四川省夹江青衣投资有限公
司签订文化设计服务战略合作协议，参会企业、电商代表与
嘉宾、部门进行互动交流，同时还发布《夹江县书画纸团体
标准》。

15日，夹江纸再传好消息，位于该县马村镇的大千纸故
里正式开馆。此次开馆的是一期工程，总投资4500万元，
包括大千古法造纸陈列馆、古法造纸七十二道工序展示区、
古法造纸体验中心、夹江年画拓印、字画装裱区、名家书画
作品展览馆、书画家创作室等。该项目作为全新打造的国
家级非遗竹纸制作技艺研学基地，为夹江主动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研学旅游重点县再
添动力。

非遗添彩
大千纸故里劲吹文旅风

1980年3月16日，《乐山日报》前身《乐山报》在改革春
风中应运而生；1999年6月27日，《乐山日报》首次“触网”；
2002年 1月 1日，《乐山日报》第一张对开彩印报纸面世；
2013年起，乐山日报逐渐建起多个平台的现代化全媒体矩
阵……时代在变，乐山日报改革创新发展的劲头从未改变。

智媒体是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全
流程的媒体，由智能媒体、智慧媒体和智库媒体三部分构
成。当前，移动互联网已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随着5G、人
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
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持续发生深刻变化，媒体融合也开始
从“融媒体”迈向“智媒体”，从“互联网+”迈向“智能+”。

如今，走过铅与火、光与电，迈过数与网、微与端的乐山
日报已从单一的纸媒，发展出拥有网站、数字报、微信公众
号、微博、客户端、抖音等诸多信息发布平台的全媒体矩阵，
其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大大提高。但是，乐
山日报绝不会止步于此，善于把握时代脉动的它，正向着

“智媒体”发展方向阔步迈进！

迈向“智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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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上中顺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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