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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大足石刻文物医院正式启用。据
介绍，大足石刻文物医院现配备有15位专家组成的
专业保护修复队伍，包括文物拓片和古书画装裱专
家、泥塑专家、文物病害诊断分析专家及其他专业修
复师，可为各类文物的保护修复方案提供专业判断以
及科学诊断依据。

“我们始终把文物保护放在首位，不断加强大足
石刻保护和研究等工作。文物医院的启用正是一个
典型代表。”大足区相关负责人说，截至目前，全区已
经完成《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重庆片区）总体规
划工作方案》并已启动规划的编制。

据介绍，2022年大足区着眼文物安全，持续加大
文物保护力度。比如，争取文物保护专项资金3384
万元，实施以宝顶山卧佛和小佛湾造像保护修缮（川
渝石窟寺保护示范工程）、宝顶山广大寺修缮、石门山
石刻抢险加固和北山第168窟抢救性保护等为代表
的15项文物保护、安防消防设施建设项目。其中，宝
顶山大佛湾精细灌浆技术应用研究被评为2022年度
重庆市文物科技创新项目，发挥了重大项目的示范引
领作用；继续推动实施大足中小石窟保护利用示范工
程，完成峰山寺、板昌沟、普圣庙等12处中小石窟的
保护利用设施建设。

同时，聚焦遗产价值，深挖石刻文化内涵。2022
年，大足石刻研究院共开展科研项目25项；出版《大
足石刻总录》《大足石刻志》《大足石刻十八讲》《中国
石窟艺术：大足石刻》等图书，发表论著20余篇；编撰
完成《大足石刻：平民世界的宗教、生活与艺术》等书
稿；完成北山营盘坡等6处中小石窟考古调查，开展
了重庆地区石窟寺及石刻铭文史料抢救性收集与整
理研究、重庆市全国名碑名刻文物遴选推荐及大足区
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等。

2022年7月，大足石刻新游客中
心（大足石刻数字展示中心）投入运
行。随着4K宽银幕电影《天下大足》
和8K球幕电影《大足石刻》正式上映，
给游客带来了视听上的强烈震撼，刷
新了大足石刻单一的观赏模式。

“我们希望通过新游客中心为广
大游客带来更加个性化、高质量的景
区导览、接驳、游购、休闲等服务。”大
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的文旅融
合发展更加考验文旅产品和服务的
供给能力，能否摸准市场脉搏、贴合
消费需求、主动作为自我施压，直接
关乎到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前景。

为此，大足区紧紧围绕国际文旅
名城建设，立足自身区域资源优势，
围绕提档旅游产品、焕新业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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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为了进一步提档旅游产
品，大足区着力擦亮石刻文化名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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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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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实施龙水湖旅
游度假区提档升级项目，打造“欢乐龙
水湖、养生巴岳山、幸福嘉年华”的旅
游业态，让度假游火起来。

随着香国公园新评定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雍溪里景区评定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雍溪镇慈云村入选
重庆市第三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
在城乡旅游发展上大足区拥有了更
丰富更有市场竞争力的旅游产品。

每当夜幕降临，蓝湖花街夜市呈

现出一片璀璨灯光，小龙虾、江湖菜、
夜啤酒……各家餐馆忙着招揽生意，
顾客纷沓而至，夜市喧嚣热闹。

近年来，夜消费逐步发展为重要
的旅游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截至目
前，荷棠夜市、滨河路夜市街、蓝湖花
街夜市三大聚集区初具规模，形成了
烟火气、大足味、时尚潮、多元化的

“夜经济”发展格局。
文创产品广受年轻消费群体喜

爱。为了进一步拓展文创产品市场，
大足区深入挖掘特色文化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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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创作品《大足文创之宝华璎
珞》获得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

“百鹤奖”到彩塑文创《大足狮》荣获

“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
再到这两项作品同时获得“中国工艺
美术学会“中鼎杯”金奖，大足区文创
研发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也为全区
传统手工艺繁荣振兴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优化配套服务是提升旅游产品
的关键一环。目前，大足区已建成星
级饭店5家，正在规划建设大足石刻
文化城特色品牌酒店。完成石刻大
道及宝棠大道文化景观改造，开工建
设宝顶山—北山快速通道，实施龙岗
山山门处道路整改工程、母城更新改
造工程等城市提升项目。推进智慧
文旅建设，“慧游大足”微信小程序实
现“一部手机游大足”。

下一步，大足区将稳步推进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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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足 构建文旅融合格局 打造国际文旅名城

“两会”专题·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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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位于大足区境内，始建于初唐，至两宋达到鼎盛，5万余尊石窟造像代表了公元9世纪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
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成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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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全力做好国际文旅名城大文章，取得显著成效。

2022年，大足区全年旅游接待人次30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1亿元。一座具有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大足风的国际文旅名
城正阔步向我们走来。

大足宝顶山石刻

新年伊始，走进大足区三驱镇的
大足石刻文创园，处处是一派火热的
生产景象。落户园区的各企业正在
加紧修建厂房、组织石雕等工艺品制
造作业，手工雕刻的石雕物件栩栩如
生……

截至目前，园区厂房建成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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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刻是大足区的一张金字招
牌。如何围绕石刻做好文章，闯出一
条“石刻+”产业集群，成为大足区推
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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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快园区建设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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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大项目招引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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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强企业培育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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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2022年全区文旅产业项
目计划投资60亿元，1-11月实际完
成投资49.3亿元；全区规上文旅企业
达到37家，比2020年新增3家。

高标准打造文旅新供给 大足石刻新游客中心建成投用

全方位激活市场新动能 规上文旅企业数量达3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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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文物保护放在首位

从大足石雕组图进驻长嘉汇商
业中心到“匠艺东方·大足特展”在重
庆规划展览馆展出；从在上海同济大
学、四川美术学院、贵州省民族博物

馆等地举办4场展览到球幕电影《大
足石刻》惊艳亮相智博会；从举办“重
庆—新加坡”青少年无人机友谊赛到
承办“渝见澳洲”少年推介官选拔大

赛……过去的一年，大足石刻文化在
市场推广方面走出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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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营销，大足
区精彩亮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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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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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渝文化，一衣带水。2022年，

大足区联合资阳市共同制作大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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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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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将持续打造多元化的文化
弘扬体系，发出时代最强音，向中国
讲好大足石刻的故事，向世界讲好大
足石刻中国化的故事，全面提升大足
石刻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大足区相
关负责人说。

刘茂娇 孔德虎 马菱涔
图片由大足区委宣传部提供

创新性拓展营销新路径 让“精美的石刻会说话”

大足石刻文创园区（效果图）

大足石刻“大足狮”系列文创作品

雍溪镇天华百卉园“大足石刻的发现与传承”展在同济大学博物馆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