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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获悉，为庆祝第二十一个记者节，重庆
卫视将于7日晚上10点15分播出重庆市第七届“好记者讲
好故事”演讲比赛专辑。届时，22名优秀新闻工作者将依次
登台，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思所想向观众们娓娓道来。

“此次在重庆卫视播出的是重庆市第七届‘好记者讲好故
事’决赛的精彩场面。”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重庆新闻界的传统活动，第七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
赛以“增强‘四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为主题，旨在展示新闻战线在重大新闻
事件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和新闻工作者履职尽责的良好形象。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
7日登陆重庆卫视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4日，为庆祝第二十一个
记者节，重庆新闻界第五届迷你马拉松赛在渝北区中央公园
举行。市级、区县媒体及中央驻渝单位的270余名新闻工作
者汇聚于此，用马拉松的方式庆祝记者节。

据了解，此次迷你马拉赛由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共有
男、女5公里迷你马拉松两个组别。下午2点30分，伴随着一
声发令枪响，270余名参赛者冲出起跑线，向着终点进发。经
过激烈角逐，来自重庆广电集团信息技术中心的韩冬旭以16
分24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来自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卫
视国际频道的黄秀丽以19分56秒的成绩夺冠。

此外，主办方还专门举行了嘉年华活动。活动现场除了
设立补给站为参赛选手提供比赛补给，还设置了“夹板竞技”

“四平八稳”“沙包掷盘”“摸石过河”等趣味运动项目，让参赛
选手能及时得到放松。

重庆新闻界第五届
迷你马拉松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苏畅）古有大足五金打铁声声传千年，
今有刀具专业赛件件作品有看点。11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科学技术局获悉，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
大足锻打刀具创意设计专业赛（以下简称“专业赛”）正式完成
初赛评选阶段。

据了解，本次专业赛由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支持，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大足区政府主办，大足区科学技术
局、重庆国际传播中心承办，旨在搭建服务创新创业的平台，推
动五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五金制造”迈向“五金创造”。

专业赛共收到来自全球各地的有效参赛作品606件，其
中包含重庆市内作品289件，市外作品294件，国外作品23
件。评选围绕厨用刀具、创意旅游礼品刀具、刀具包装盒3个
专业方向，共计有64件作品进入决赛。届时，将产生一二三等
奖18个，优秀奖42个。此外，本次专业赛还将评选出最佳表
现奖、最佳人机工学奖、最佳CMF（色彩、材料、肌理）奖。

全球606件作品
角逐刀具创意设计赛

山水有诗画 远方触手可及

千里风光致广大，诗韵江城
更流长！

江津，因地处长江要津而得
名，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以
来诗词文风荟萃。近年来，江津
全力推动文旅融合，让文化赋能
旅游高质量发展，通过成功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中华诗词城市等，持续完善旅游
配套，不断提升城市品位，在景
点打造、城市发展中融入诗词文
化，使游客在“丹崖碧嶂如排列，
乾坤秀气钟奇绝”的诗韵中感悟
“四面山水 人文江津”的人文厚
重。

2020年11月5日，在第六
届中国诗歌节举办之际，江津邀
请诗坛名家走进重庆首个”市级
历史文化名城”——江津，在诗
词中品味四面山水的娟秀旖旎，
感受千年文脉、文化创意、名优
产业的魅力。“作为国内规格最
高的诗歌艺术盛会，中国诗歌节
走进江津，既是对江津诗歌文化
的肯定，更是以诗为题，让与会
者体验江津文旅融合的成效。”
江津区文化旅游委负责人称。

以 诗 为 线
助力江津旅游发展

“西南出巴峡，不与众山同”。圣
历元年，初唐诗人陈子昂乘船回四川
故里，途经江津龙门峡时被风光险胜
之景所感动，挥毫写下《过巴龙门》，
2017年，该诗被评为成为重庆市最美
十大古诗之一。在文献资料、考古发
掘、题刻石碑中，江津发现了北宋文学
家黄庭坚、南宋诗人王十朋、明代杨慎
等大量古人留在江津的千古绝唱，整
理了当代诗人词人郭沫若、吴宓、冯玉
祥、陈独秀、梁漱溟、周光午等人在此
咏物怀古的呤颂，出版了《聂师颂》《四
面雅咏》等97部诗集，仅在《江津古今
诗词选》中就收录了江津 438 人的
1481首（阕）诗词曲作品……回眸千
年，在这里，不光拥有联圣钟云舫“天
下第一长联”，还有四面山朝源观“天
下第一奇联”，更遗存着300多处诗联
遗址，可谓中华诗词文化的宝库。

在古诗词的挖掘、整理和传承保
护过程中，江津将古人笔下的江津美
景逐一梳理，连点成线，推出了“诗联
江津”之旅，用诗篇词赋串联起江津山

水所孕育的四面山、白沙古镇、聚奎中
学等景区景点，连续两年参与全市“双
晒”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在2019年“双

晒”活动全面展示江津文旅资源和文
化故事的基础上，2020年“双晒”活动
以“耍不够的江津”为主题，全新推出

“东南西北中”5条精品旅游线路，充分
演绎和展示江津山水风光、人文底蕴、
民俗风情和文创特产，彰显了文旅融
合发展的新活力。

以 诗 为 点
助力江津城市发展

自然的造化，历史的积淀，文化的
传承，成就了江津的厚重文脉，孕育出
了名人文化、爱情文化、长寿文化、古
镇文化、楹联文化、抗战文化等六张精
彩纷呈的特色“文化名片”。江津是重
庆首个“市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华
诗词城市”。近年来，江津在城市提升
中，更把诗融入生活、把生活变成诗，
大街小巷、人文景点、城市公园……处
处充满诗情画意。

大力保护诗词文物。加强了联圣
钟云舫“天下第一长联”、四面山朝源
观“天下第一奇联”等300余处诗联遗
址遗迹的保护力度；启动了莲花石题
刻资料抢救保护项目，采用工程测绘、
题刻翻制阴模、题记编录、摄录像及拓
片局部围堰等方法进行保护。

城市建设彰显文化魅力。因地制
宜，在城区骨干道路、公园、商业中心、
人流聚集场所、物业小区、建筑围档设
立固定的诗墙、诗栏、诗壁或手绘诗画
100余处，提升了城市诗词氛围。从
2018年开始，江津持续打造“诗联文化
长廊”，目前已建成1.3公里，镌刻有中
华传统诗词作品42首，楹联作品近
100副，成为滨江路上一道靓丽的景
观，生动展现了“中华诗词城市”江津
独特的诗联文化。目前正围绕“遗爱
深山举世惊、旷世奇缘旷世情”的爱情
天梯故事，打造爱情文化长廊。蔡家
镇结合原有基础，精心打造了“诗联一
条街”和“诗联广场”等。

文旅项目提升城市品位。在文旅
项目打造推动过程中，充分挖掘当地
的诗词等文化元素，利用文化丰富文
旅项目的内涵，提升城市品位。四面
山会龙庄2018年完成修缮对外开园，
在修缮过程中，修旧如旧，原汁原味
地还原了旧时风貌，2020年 10月成
功创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A级旅
游景区石门大佛寺摩崖造像修缮工
程持续开展。

以 诗 为 魂
助力江津特色活动

创新开展诗教活动。大力推动校
园诗词文化营造、诗词进课堂、诗词文
化活动、诗教队伍建设等，按照有计
划、有队伍、有教材、有活动、有成果的

“五有”要求，结合学校所在地的文化
特色和学校办学特色，开展各具学特
色的“诗意课堂”，激发学生诗词文化
学习兴趣，发展江津的诗词文化队伍，
传承江津的诗词文化传统。

持续举办文旅活动。江津结合诗
词文化、非遗传承、乡风名俗等，创新
开展一镇一品文旅活动，形成年年有
主题，季季有突出，月月有精彩，周周
有活动的文旅活动体系。充分利用文
旅资源举办中山古镇千米长宴、七夕
东方爱情节、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等
文旅活动，深受游客青睐。其中，中山
古镇千米长宴已持续举办15届，2019
年接待游客2万人次。每年，江津区举
办文旅活动超过30场，接待游客超过
800万人次。

山水有诗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今天，一批讴歌新时代的主题诗
歌已开始在这片沃土上创作、传诵，江
津通过诗词的方式，让游人走进历史
古迹，让远方触手可及。

文/图 重庆市江津区文化和旅游
发展委员会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走进江津——

江公享堂正在举办群众活动

江津聚奎中学石刻江津聚奎中学石刻

滨江路人文景观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11月 4日，
四川省政府办公厅、重庆市政府办公厅联
合下发通知，公布川渝通办事项清单（第一
批），明确在今年12月31日前，川渝两地市
民办理涉及跨省、市的居民身份证换领补
领、交通违法罚款缴纳、普通护照签发等95
件事项，全面实现线上“全网通办”、线下

“异地可办”。
据了解，此举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
指导意见》精神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协同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放管服”改革合作协
议》要求。川渝两省市在全国高频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事项清单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跨省通办”范围和深度，梳理形成了川渝通
办事项清单（第一批）。

通知要求，两省市相关部门(单位)要加
快推动第一批川渝通办事项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统一事项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
程等要素，编制规范化办事指南，明确线上
线下办理方式，实现同一事项在川渝两地无

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两省市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快推动第一

批川渝通办事项受理、审批、制证等环节全
流程网上办理，及时将有关业务系统接入四
川省、重庆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及“天府
通办”“渝快办”移动端，通过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网上政务服务专区集中对外展示，实
现川渝通办事项线上“一地认证、全网通
办”。

通知强调，两省市相关政务服务大厅要
将涉及本地区的第一批川渝通办事项纳入

窗口统一受理办理，明确“全程网办”“异地
代收代办”“多地联办”业务模式。有条件的
地方开设“一窗通办”专窗、开辟审批服务

“绿色通道”，推动第一批川渝通办事项线下
“异地受理、两地可办”。

今年年底前 川渝两地95件事项可通办
包括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交通违法罚款缴纳、普通护照签发等

第一批川渝95件
通办事项清单

扫一扫 就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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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过去，我只在
诗文中读到重庆，来到这里后才发现重庆诗
人灵气语言的源泉……”11月4日，第六届
中国诗歌节参会嘉宾走进重庆，“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的城市诗品，引得嘉宾、诗人、学
者们纷纷吟风颂雅。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由文化和旅游部、中
国作家协会、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以“诗歌艺术的盛会 人民
群众的节日”为宗旨，体现中国精神、时代风
采、地方特色和诗歌品格，以推动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

今年，该节创新地选择双城同办，于
11月1日在成都开幕，11月7日在重庆闭
幕，旨在用诗歌凝聚奋进力量，以文化繁
荣为成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助力。

当天，参会的全国诗坛名家齐聚重庆，
以诗词为媒，为时代而歌，在重庆两江游船
上举行了“诗梦千年·两江吟咏”活动。

“高下渝州屋，参差傍石城。谁将万家
炬，倒射一江明。”游船从朝天门码头出发。
一路上，嘉宾们清吟雅颂，镌刻下专属这座

城市的记忆。
“此次走进两江，我终于明白重庆诗人

灵气语言的源泉，它们既亲近自然，又有现
代性。”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助理研究

员李壮称，无论是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
间”、卢象的“树色接阳台”，还是李商隐的

“却话巴山夜雨时”、王周的“巴江江水色”，
都印证了重庆诗词文化的丰厚底蕴。现当

代以来，重庆也一直是中国诗歌版图上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然的造化，历史的积淀，文
化的传承，成就了这里厚重的文脉，孕育出
了多元汇集的诗词文化。

“满城灯火不夜城，天下夜景在渝
州。”四川省作协《星星》诗刊编审李自国
称，重庆的山之具像、水之灵韵、城之立
体，让人震撼。最近，他们正在编撰《四川
百年新诗选》，其中收录了大量跟重庆有
关的诗词，尤其是抗战时期的诗。本次体
验，让他对重庆的人文气质有了更直观的
认识。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主席、《延河》下半
月刊主编马慧聪称，重庆“城在山水间、山水
在城中”“有山有水、依山伴水、显山露水”，
无处不彰显生命之美、生活之美、人文之美，

“我已深深的爱上这座城市”。
据介绍，接下来，参会嘉宾、诗人、文化

学者将被分成两批，前往奉节、江津、北碚、
南岸等地，体验重庆生活美学，寻找创作灵
感，开展诗歌赏析、诗歌讲座等学术交流研
讨活动，并将于11月7日返回，参加在南岸
区弹子石广场举行的《直挂云帆济沧海》闭
幕式文艺演出。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重庆活动启幕

诗坛名家聚山城 吟咏诗情梦两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