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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真来，1955年生于成都。四
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1994年，胡真来在四川省美术
馆举办个人画展，轰动蓉城。从此
他更是发奋学习，潜心创作，先后
结识赵蕴玉、岑学恭、吴一峰、龙国
屏等书画名家。2010年，胡真来正
式拜入张大千的弟子龙国屏门下，
成为张大千大风堂龙门（龙国屏）
传人。

胡真来在“诗婢家”工作的17
年里，读经典、临古画，掌握了熟练
的绘画技艺，山水、花鸟、人物样样
精通，工笔、写意信手拈来。他的
作品在崇尚传统国画技法的基础
上，更注重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在
笔墨虚实浓淡及变化中，表现万物
的生命本质和画家的心灵感悟。

2014年9月，正是秋高气爽的
时节，胡真来亲临峨眉山写生。放
眼望去，层峦耸翠的山峰，在秋色
的浸染下被涂上浓郁的色彩。胡真
来沿途采集资料，反复酝酿构思，
创作出《峨眉秋韵》这一精品之作。

《峨眉秋韵》以高远法构图，运
用泼墨泼彩技法绘制。扑面而来
的是画面的磅礴气势和斑斓色彩

的交织。峭壁山崖，苍松古树，悬
泉瀑布，风光错落有致。远眺山
间，群峰高耸入云，白云缭绕山间，
禅房寺院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俨
然是一片佛国净土之景象。整个
画面以大片绛红色彩渲染，以金黄
色彩点缀，天地一色，风光无限，观
之不由让人心神向往。“林枫欲老
柿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不禁感
受到晚清诗人丘逢甲笔下的诗情
画意。

胡真来自幼受乃父诗文熏陶，
喜爱诗词，其作品多为“诗画一律”
的文人画。《峨眉秋韵》也是诗画同
观，相得益彰，画家将峨眉游的体
验化为心灵妙悟，欣然题诗留款：

“几穿云界上层巅，漫倚高寒揽大
千。雪岭峥嵘真龙象，银涛浩瀚海
无边。梵宫夜月溶今古，金顶佛光
浸地天，秀甲西南原不易，峨眉有
约早还山。”甲午初秋，于成都浣花
溪畔听雨楼。江州，真来。钤印：
胡氏子（白文）、真来（朱文）。

胡真来是一个具有传统文人情
怀的画家，他把绘画作为职业全心
投入，画画已成为其生命的一部
分。如今胡真来已年过花甲，依然
坚持每天练字绘画，传授学生，践
行延续着大风堂的画风与精神。

胡真来：秋在峨眉诗意浓

■ 郭明兴

■ 周亚军

中秋国庆假期，各地陆续开展
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行动。笔者在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第一市场等
地走访时发现，海鲜档口显眼位置
都亮出了“商户信用星级”标牌。
游客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
看到商户信用加分、扣分及投诉记
录、诚信承诺等信息。这是三亚打
造“放心游”品牌的新举措。

游客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往往建
立在各种消费细节上，比如设施是
否方便、食品是否安全、交易是否
公平，等等。营造好的旅游环境，
把各方面服务做到位，让游客整体
上感觉称心如意，才能赢得良好口
碑，实现长远发展。

如何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
还想来？首先要围绕提升游客体
验做文章，进一步把加强监管、优
化服务等工作做实做细，充分保障
好游客的合理合法权益。以三亚
为例，几年前，当地开始打造“放心
游”旅游监管服务平台，通过物联
网溯源电子秤回传数据，实时监控
海鲜价格，如果价格畸高，将被信
息系统标红，监管部门将严肃查

处。但实践中发现，凭借单一技术
手段，仍难以根治这一问题。电子
秤无法还原交易过程，商家还是可
以拿“收费员打错小票了”等作为
理由。为此，三亚在海鲜市场设置
公平秤，供游客自行称重。同时，
在市场加装视频监控，视频资料保
留 3 个月，对海鲜挑选到加工全过
程进行监督。实践证明，以公平公
开的市场规则为准绳，以消费者满
意为标准，才能不断提升监管水
平、服务质量，营造安心舒适的旅
游消费环境。

进一步提高游客满意度，还要
畅通投诉渠道，健全及时反馈处理
机制，让游客感受到自己的遭遇有
人关心，自己的诉求有部门回应。
及时妥善处理游客投诉，减少旅游
纠纷，是打造旅游城市品牌的重要
一环。对旅游城市而言，游客的口
碑就是发展的生命线。优化旅游
环境，提升服务质量，让每一位游
客安心旅游、放心消费，是打造高
水平旅游业的关键。把精细化治
理的“麻烦”留给自己，把畅快出游
的方便留给游客，定能不断增强旅
游吸引力、产业竞争力，更好谱写
旅游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以精细化治理
塑造旅游城市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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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子徒步穿行乐山城区三小时学学子徒步穿行乐山城区三小时，，通过武汉大学西迁历史通过武汉大学西迁历史

文化保护研究中心组织的文化保护研究中心组织的““City WalkCity Walk”（”（城市漫游城市漫游））方式方式，，

探寻武大西迁乐山旧址遗迹探寻武大西迁乐山旧址遗迹，，在清晰复现在清晰复现““一座城与一所一座城与一所

大学大学””记忆地图的同时记忆地图的同时，，亲近乐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亲近乐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

脉风骨脉风骨。。

一条上学路一条上学路，，半座嘉州城半座嘉州城。。穿行在秋天的乐山穿行在秋天的乐山，，武大武大

学子观明清城墙学子观明清城墙、、游传统建筑游传统建筑、、赏文化景点赏文化景点，，感受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

的生命力在这一刻穿越千年的生命力在这一刻穿越千年、、联通古今联通古今，，依旧熠熠生辉依旧熠熠生辉。。

在立法在立法，，亦在寻觅方向亦在寻觅方向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多次对
古城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保护等工作，但实践中仍存在古城保
护规划滞后、保护利用体系尚未健全完善、保护利用的基本保障不
够充分等问题。

去年11月，由市司法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共同起草的地方
政府规章《嘉州古城保护办法》正式施行，进一步助力加强嘉州古
城的保护与管理，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办法》从规划与建设、
保护与管理、传承与利用等六个方面为嘉州古城的保护、管理、利
用提供了基本遵循，通过建规立矩、细化措施，从立法层面推进古
城保护对象清晰化、保护措施规范化，“力求解决问题”。

“此前，嘉州古城是一个模糊的区域。”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了解到，《办法》依照历史遗迹的分布及专家团队考证，将保护范
围确定为“北至岷江一桥，沿嘉定南路、兑阳湾街、新村街向西，西
至乐山市人民医院家属院边界，沿乐山师范学院东侧边界向南至
白塔街，南至大渡河，东至岷江”这一区域，使嘉州古城的保护与管
理有了明确的界线。

今年4月，我市出台《乐山市城市有机更新实施办法（2023年
修订）》，提出要在挖掘和传承城市文脉的基础上，着力培育特色文
态；依托区域业态本底，科学确定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推动发展
新经济、新业态、新场景、新功能；以生态为引领，将公园城市理念
融入城市有机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历史与现代交织、时尚与古朴并存。下一步，我市将对持续对
市中区牛咡桥致江路片区更新、“嘉州凤眼、城市阳台”等重点示范
项目进行打造，逐步提升城市更新的文化深度，建设更加宜居、韧
性、智慧的乐山。

是历史是历史，，亦是文化新地标亦是文化新地标

1994年，乐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此以后，
留下一条街、护住一面墙、守好一座城，成了乐山赓续文脉的具体
行动。在新旧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老城区焕发新活力，一个又一
个的文化新地标成为世界了解乐山的新窗口、新平台。

初秋，伴着丹桂飘香，走进位于乐山主城区海棠街道的桂花楼
巷，只见高耸的古城墙、茂盛的大榕树述说着历史的沧桑，青砖小
瓦矮墙、红砂岩铺就的石阶呈现出别样的古典韵味……

这是我市在2022年11月实施《嘉州古城保护办法》后，根据相
关规定对历史建筑进行挂牌保护的一项具体举措。除了古城墙的
修复和景观打造，还对街巷里的杜家、温家、帅家和赵家4座川南民
居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复，通过“修旧如旧”让老街再度焕发生机，
成为一个休闲打卡景点。

“桂花楼老宅院修复项目作为古城墙沿线的一个中轴点，它连
通了已经完成修复的龙神祠、乐山文庙、老霄顶等地，形成了一个
古城墙的连线，是乐山老城区的新游线、新景点。”曾负责该项目的
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修缮之前的桂花楼巷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古城
墙杂草丛生、破损严重，如今随着整体环境的提升、下水设置的改
造和新增绿化设施和配套停车场等，已经成为崭新的风景线。

“以前没打造的时候，街巷道路窄、楼梯陡，小朋友上学、老年
人走路都很容易摔跤，打造后我们日常出行更加放心。”一位居住
在桂花楼社区的居民告诉记者，如今她欣喜发现老街迎来了越来
越多“带着照相机”的人。

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在历史文化名城体现尤甚。近年来，乐山
充分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用，实现嘉州“山脉、水脉、文脉”的
汇聚交融，抓好乐山文庙、龙神祠、嘉州古城墙等历史文化遗迹保
护利用，打造嘉定坊、上中顺特色街区等景点，形成了独特的“景城
一体”发展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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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历史风
貌的桂花楼

何燚 摄

要保护要保护，，亦要发展亦要发展

从开明王朝的古蜀旧治，到秦并巴蜀的南安故郡，再到如今的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乐山的城市底色，更是
乐山发展的软实力。

“很难想象老城区的网红好吃街旁藏着保存得这么完好的古城
墙、古城门。”对于历史爱好者朱女士而言，登上位于中心城区高北
门外的古城墙，绝对是她在逛过老街、看过大佛之后的“意外之喜”。

过去，乐山的古建筑与古城墙连在一起，被古建筑学家罗哲文
喻为“金线串银珠”，后列入第六批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少年时的
郭沫若也感叹道：“嘉定城一带红墙的影子也渐渐地在大渡河的左
岸现了出来。高耸着的飞甍跃瓴的城楼，黑瓮瓮的森严的城门洞
口，这在自然中长成的乡下人是第一次看见的。”

如今，随着我市在2004年重建铁牛门、育贤门城楼，2005年修
复平江门、人和门等4座城门及200多米长的外城墙，2018年完成
大渡河明城墙和外城墙保养维修及抢险加固工程，古城墙历史文化
遗址的挖掘、保护和利用各项工作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城堤合
一”“红墙青碟”的千年嘉州风貌得以逐步体现。

根植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如何打好文化“保护传承”与“融
合发展”这两张牌，写下无愧历史与未来的答卷？乐山正在挥毫泼
墨。

“目前，我市正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机遇，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促进文旅融合转型升级，推进文旅产业协同发
展，加快建设具有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风、嘉州韵的世界重要旅游
目的地。”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大力实施文物保
护修缮工程等具体行动，我市正将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多彩人文
之韵、烟火嘉州城之味转化为特色产业发展之势。

与城市融为
一体的古城门

王洁玉 摄

漫游古城
王洁玉 摄

龙神祠 何燚 摄

古城墙今犹在
何燚 摄

用脚步丈量城市 苏小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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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文庙 何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