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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邹蕾
实习生罗茜云 文/图

高墙深院、飞檐翘角、青砖黛瓦、
雕花木窗……身处内江隆昌市云顶
寨，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

古寨风韵今犹在

这座距今650余年历史的古寨，
位于海拔530米的云顶山，距离隆昌
城区18公里，占地207亩，寨墙总长
1640米，传统建筑与特色景观资源丰
富，是国家2A级旅游景区、省级风景
名胜区，其所在的云峰村为中国传统
村落，所属的云顶镇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云烟缭绕，山风徐徐。近日，雨水
给云顶寨加上了一层诗意的滤镜，为

寨里的树木、青石板、古建筑等景物增
添了几分朦胧美。

步入当地保存尚好的建筑——郭

氏家族凉山馆庄园，能看到大量古代、
近代的精美藏品，其中包含字画、粮
票、工艺品等。庄园内有天井8个、房
屋40间，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
每一处腐朽的门板、斑驳的墙体、残垣
的缝隙……都在诠释时间的力量、述
说岁月的故事。

除了凉山馆庄园，云顶寨内还
有如意池、金墨湾、竹林桥、名臣岩
等保存完好的景观，而这也是该古
寨被国家文物部门誉为“千年古城
堡、万担收租院，方圆百平方公里庄
院的微缩景观、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的原因。

从云顶山俯瞰全镇，云顶场的房
屋鳞次栉比。据介绍，该场镇由云隆
街、通泸街两条街道组成，呈“丁”字
形，两侧铺面、民居均为近代风格，当
地有着深厚的节孝文化和“鬼市”风
情，传统村落的风俗文化“留下来”后，
也让云顶古寨焕发出新的韵味。

文旅融合续“乡愁”

云顶山上，青鸾叠翠、草木葳蕤。
云顶寨内外，青山绿水与民居建筑相
得益彰，构成了一幅别致的乡村美景
图。

依托资源禀赋，隆昌市正以庄园
文化为核心，着力把云顶寨打造为集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研学旅行等于一
体的特色景区——

搭建组织架构。成立云顶寨保护
性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抽调专人组建
工作专班，划分规划修编、要素保障、
文化挖掘等工作组，并着手组建文旅

平台公司，负责推进云顶寨旅游区保
护性开发工作。

开展摸底调查。完成云顶寨及云
顶场（丁字街）区域范围内土地、房屋、
历史建筑的摸底调查。经核查，云顶
寨占地207亩，云顶场（丁字街）占地
23.41亩，现有房屋79处。

加强监管保护。按照“不损坏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原则，对云
顶寨内外所有古树、历史建筑、文物
进行全面监管，坚决防止乱砍滥伐、
乱拆乱建。

强化信息收集。着手组织专人整
理历史文献、走访郭氏后人，对云顶
寨历史沿革、人文轶事、庄园文化等
进行挖掘、梳理、考证，并搜集历史
文物，收集整理了书苑书屋、凉山
馆、金墨湾等11处庄园的历史文
化资料，分别建立档案。

实施修编准备。邀请专
业设计团队、文旅规划团队
到云顶寨进行实地考察和对
原有规划资料的梳理，为云
顶寨及云顶场（丁字街）历
史建筑修缮保护和编制
《云顶寨文旅产业发展规
划》做好基础准备。

……
所有工作都离不

开“文旅融合发展”
这个目标。在当地
保留乡村风貌神
韵，激活乡村旅游
的过程中，群众的
悠悠“乡愁”也被
唤醒了。

◇段丹
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罗伊婷文/图

面塑，是用面粉、糯米粉、甘油
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熟面团，再调制
出不同颜色，用手辅以专业工具，
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各种形象。

憨态可掬的熊猫、神气活现的
齐天大圣、活灵活现的卡通人物

……一捏、一揉、一搓，不一会儿，
一个个普通的面团便被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甜城面塑”
制作技艺人陈超赋予灵魂。近日，
记者来到陈超家中，见证了由面团
到面塑的制作过程，也了解了他对
面塑的热爱和执着。

“我是看着父辈制作面塑长大
的。”在准备面塑材料的过程中，陈

超向记者讲起他的故事。
陈超的面塑制作技艺是祖传

的功夫，从他曾祖父开始，一直传
承到现在。

陈超中学毕业后去外地闯荡，
开过车、进过工厂、当过老板。随
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成熟稳重起
来。慢慢地，陈超常常想起小时候
在家里看父亲制作面塑的情景，也
常常想起长辈对他说的关于面塑
的故事。27岁那年，陈超选择回到
家乡，接过父亲手中的工具，开始
了他的面塑制作生涯。

如今，陈超已经是有十余年面
塑制作经验的“老师傅”。这些年，

从路边摆摊到受邀约去展
示面塑技艺，陈超的每一步
都走得踏踏实实。他不断
学习和提高技艺水平，想让
更多人知道面塑、了解面塑。

“今年初，‘甜城面塑’区
级非遗项目申报成功，现在我
也提交了‘传承人’的申请。”陈
超告诉记者：“我想把‘甜城面
塑’这项传统技艺做好，把它一
直传承下去。”

十余年来，陈超不忘初心，在
很多非遗展示和文化活动中都能
看到他的身影，他坚持老手艺新思
维，让这项传统技艺走得更远。

本报讯（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龙朝
阳）近日，人民网四川频道“成都大运玩转
巴蜀”栏目第五站隆重推介内江，邀请来自
世界各地的嘉宾在参加完成都大运会后，
来“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甜城内江”做客。

文中介绍了内江的地理位置、历史
人文、景区景点、特色美食等。

内江是川渝首个同时纳入成都、重
庆“半小时通勤圈”的城市；拥有大千园
旅游景区、范长江文化旅游园区、隆昌石
牌坊旅游区、乐贤半岛旅游区、黄鹤湖旅
游区等10个AAAA级景区；有孔子之
师苌弘、“天下第一赋”作者范金卿、
“500年来第一人”国画大师张大千、新

闻巨子范长江等名人资源。
内江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有重

龙山、俩母山、骑龙坳、慈菇塘，还有甜城
湖、黄河湖、古宇湖、船石湖、龙江湖、陡
坎瀑布、石板河等；还有独具特色的美
食，如牛肉面、油炸粑、羊肉汤、内江黑猪
回锅肉、大千干烧鱼、天冬宴、无花果宴、
酥枣兔、锅盔、猪儿粑、罗泉包子豆腐、资
中鲶鱼、资中兔子面、甜城蜜饯、冬尖咸
烧白、隆昌小龙虾等。

为欢迎八方游客，内江日报融媒体
特推出“甜城消夏图鉴”系列稿件，从赏
花、采果、耍水、露营、夜市、文化纳凉等
方面，为游客打卡内江提供参考。内江
市文广旅局组织威远古佛顶旅游景区及
石板河旅游区，诚邀成都大运会裁判员、
运动员、教练员在8月8日至12月31日
期间免费入园游玩。

本报讯（蒋应娟 内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龙朝阳）近日，
《内江古文献丛刊·地方志辑》
之一《〔道光〕内江县志要》正
式出版发行，是内江历代地方
志中唯一一部以“志要”命名
的私修县志。

该书由内江师范学院文
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王昕老
师点校，是内江师范学院
2020年校级重点项目“《〔道
光〕内 江 县 志 要》整 理 ”

（2020ZD02）、一流学科建设项
目“中国语言文学”、古籍整理研
究所规划项目、首批领军人才建
设项目的研究成果，是继古籍所
整理的《〔光绪〕威远县志三编》
（2020年）、《〔乾隆〕隆昌县志二
种》（2021年）、《〔嘉庆〕威远县志》
（2022年）、《〔道光〕隆昌县志》
（2022年）之后又一重要成果。

王昕从2019年秋季开始整
理该县志，共做了旧志点校、前
言撰写、附录编纂三方面工作，
整理后字数为50万字。“旧志点
校”是主体工作，该书以道光二
十五年续修、光绪十三年内江知
县南海罗度补刻本为底本，他校

版本主要为尊经阁藏版和《〔嘉
庆〕内江县志》稿本五十四卷、
《〔咸丰〕内江县志》十五卷首一
卷，并参校《〔嘉庆〕大清一统志》
《〔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
通志》《〔光绪〕资州直隶州志》
等，资料详实。“前言撰写”是在
点校工作基本完成后，从研究角
度对修志作者、修志缘起、纂修
体例、成就与不足等方面进行科
学全面的介绍与评价，共1万余
字。“附录编纂”分两部分，一部
分是增补了3篇王果所作的传、
记以及6条与王果有关的文献记
载，另一部分是编制了三种索引，
即“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书名
索引”，以便于读者检索资料，三
种索引的总字数达4万余字。这
也是《内江古文献丛刊·地方志
辑》制定和遵循的整理原则。

据了解，近年来，内江师范
学院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紧
紧围绕国家对地方志事业的发
展纲要的方针和政策，扎实推进
内江地方志整理和研究工作，青
年教师在这项工作中既收获了
整理经验，又推出了重要成果，
获益良多。

本报讯（内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 罗佳）近日，东兴区文
化馆暑期公益培训班开班，近
50名青少年儿童齐聚一堂练
习书法和绘画，现场一片浓
厚的学习氛围。

“这是素描纸，这是
宣纸，这是彩铅，这是蜡
笔……”课堂上，美术教
师李有生因材施教，针
对年龄小一点的学
员，他就从绘画常用
的工具和画材讲
起，启蒙他们对绘
画的兴趣；对有
基础的学员，他
从 素 描 的 构
图、色彩、光
影等美术的
基本要素
着手，为
他 们
打开

美术世界的大门。
“头正、身正、臂开、足安……”

书法课上，书法教师陈国福带领着
学员，从正确的书写姿势开始练
习。随后针对硬笔楷书的基本笔
画结构作了示范教学，同学们认真
听讲，专心练习。

学生陈宇轩告诉记者，他每次
暑假班都会来听课，老师们都很耐
心，他特别喜欢画画，老师还特地
对他进行了针对性辅导，让他受益
匪浅。

据悉，本次暑期培训活动由东
兴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
东兴区文化馆承办。培训班主要
开设硬笔书法和少儿美术两门课
程，课时为周一至周五的每日上午
8点30到11点40，课程将持续至8
月25日，7-18周岁青少年儿童均可
报名参加。活动旨在丰富广大青少
年儿童的假期校外生活及艺术素
养，发展少年儿童兴趣特长，为广大
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培训服务。

人民网推介，
内江诚邀八方游客来耍

内江唯一一部以“志要”命名的私修县志——

《〔道光〕内江县志要》
点校版出版发行

东兴区文化馆暑期公益培训班开班

快乐暑假
少年儿童免费学书画

培训班上，儿
童进行硬笔书法
练习

打好“文旅牌”激活“乡村游”
——隆昌全力打造云顶寨特色景区

云顶寨日升门

云顶寨

“甜城面塑”制作技艺人陈超：

指尖捏出的“大千世界”

精心制作

云顶寨特色景观

荣誉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