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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我觉得西塔特别有文化
内涵，这里有古老的西塔延寿寺，还有俄罗
斯式的教堂建筑……不同国籍、不同民族
的人都能在这里和睦生活，是沈阳一块宜
居、宜业的宝地。

推荐人：史桂范

“最美网红打卡地”

西塔传统又前卫 魔幻又现实

沈阳最国际化商业街
老龙口酒博物馆

传承百年“沈阳味道”

征稿要求

辽沈晚报KAN“看/瞰”沈阳摄影、视频大赛火爆进行中，邮箱被美图塞满

众多参赛者聚焦城市美景
参赛作品常规摄影和航拍作品均

可，投稿数量不限。
（一）常规摄影
1、此次大赛作品要求紧扣主题，必

须是拍摄于沈阳市区县内的原创作品。
2、摄影类参赛作品常规摄影统一

为 JPG 格式、大小不低于 4M。单幅、组
照均可，其中组照作品 4-8 幅为一组，
每组作品按一幅计算，参赛作品以组照
为宜。

3、投稿作品文件命名：作者名+作
品标题+拍摄地点+拍摄时间+简短说
明+联系电话。

（二）航拍视频
1、此次大赛作品要求紧扣主题，必

须是航拍于沈阳市区县内的原创作品。
2. 航 拍 视 频 参 赛 作 品 为 MP4 的

1080P 高清格式，时长不超过 3 分钟。
作品流畅、不卡顿，可以适度渲染，但不
能改变画面内容元素；作品的剪辑、配
乐、特技等编辑手法列入评审项目。

3、投稿作品文件命名：作者名+作
品标题+拍摄地点+拍摄时间+简短说
明+联系电话。

投稿邮箱：41759175@qq.com

辽沈晚报KAN“看/瞰”沈阳摄影、视频大赛
火爆进行中，越来越多的参赛选手通过航拍或常
规摄影，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沈阳的美。

作为主办单位，本报会选择优秀的参赛作
品，及时在辽沈晚报官方抖音、快手、微信、微博
等账号大赛专题中以图集、视频、H5的形式出现。

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把目光聚向城市美景。
张国春拍摄的《祈祷》取景地为莫子山，“7

月 3日去看浑南网红大喷泉，时间还早就到莫
子山溜达一圈，鲁美的雕塑我也看过几次，可
这次从这边上来，感觉明显不一样。天边的云
和山坡上的巨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东塔夜色》取景东塔桥，夜晚的东塔桥在
落日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漂亮。

张维平创作的《都市美容》，展示了盛京大
剧院在清洁过程中，“大钻石”上攀爬着几位清
洁工，劳动者的辛苦和建筑的线条融为一体。

您也想参与其中，秀秀您的佳作吗？按照
征稿要求，拍起来吧！ 辽沈晚报记者 杨宝顶

《东塔夜色》

《都市美容》 《祈祷》

“最美网红打卡地”
就像“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一样，如果让一千名沈阳人介绍西塔，那
很可能会有一千个不同的版本。西塔，就是
这样一个传统又前卫、魔幻又现实，将本土
与国际有机融合，充满时尚元素又饱含人间
烟火气的地方。

西塔位于沈阳市中心区，北接北行商
圈，南邻太原街商圈，东面与北市场商圈一街
之隔，因西塔（延寿寺塔）建在辖区内而得名。

西塔特色街是以西塔街为主街和“中
轴”，辐射周边的三街五路的统一的、有着鲜
明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特色街区。作为主
街的西塔街，有着120多年的发展史，是名副
其实的历史老街，同时又是集民俗文化、特色
美食的休闲文化产业带。在2019年和2020
年，国家商务部评选“大众点评必吃街”，西塔
街都榜上有名,是名副其实的沈阳乃至东北
地区的美食“打卡地”。

在西塔，既有高档餐厅，又有辣炒年糕、
鱼饼汤、煎饼、冷面这种市井小吃，更有炸鸡
啤酒、烤肉、参鸡汤这类特色餐馆。西塔地
区的美食发展坚决走特色路线，拒绝同质
化、大众化餐饮，并结合茶座、酒吧、歌厅、洗
浴等功能，已经形成沈阳市重要的特色餐饮
娱乐休闲区。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推荐理由：“中华老字号”老龙口，
不仅仅是因为酿造历史源远流长，更是在
于它经过几百年历史的洗礼所留下来的

“浓头酱尾，绵甜醇厚”的独特风格。老龙
口酒博物馆，是不能错过的打卡地。

推荐人：张丽

老龙口酒博物馆坐落于沈阳市大东区珠
林路 1 号（小东街道），由沈阳天江老龙口酿
造有限公司自筹资金，2002年5月创建，同年
10月落成开放，是东北首家仿清代建筑风格
的酒文化博物馆，集文物收藏、保护、陈列展
览、科学研究于一体。

走进馆内可以看到“中国酒文化展区”“老
龙口历史文化展区”“酿酒老作坊展区”和“历
史遗迹古井、酿酒老窖池、工业生产展区”四个
展区。老龙口酒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馆藏
文物多达300余件，上起清朝初期，下至二十
一世纪初期，时间跨度350余年。

“老龙口的醇香，更是穿越了百年风雨的
‘沈阳味道’，是沈阳人根与魂所系。”沈阳天
江老龙口酿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实说。

近年来，老龙口品牌获批中华老字号；老
龙口白酒酿造工艺获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工厂获评国家工业遗产；老龙口酒当选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记者了解到，“沈阳老龙口酒博物馆”现
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
点和辽宁省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及科普教育基地。

据悉，“老龙口”酒厂始建于 1662 年，已
有359年的历史。

杨海佳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西塔充满时尚又饱含人间烟火。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老龙口酒博物馆内景。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