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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亮江湾”
大渡口区底气何在？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人文渡口·乐亮江湾”这句城
市宣传语，便不断出现在大渡口区的街头巷尾、大小活
动中，并在市内外迅速传播开来。

加速推进钓鱼嘴音乐半岛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
设；奔走全国，努力对接各类顶级的音乐事业、产业资
源；持续举办研讨会、音乐节、音乐赛事等各类大型音乐
主题活动……

不难看出，在肩负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及钓鱼嘴音乐
半岛建设任务的同时，大渡口区也想紧紧抓住“音乐”这
个机会，驱动自身的转型发展，努力促成经济、社会各方
面的弯道超车。

众所周知，音乐产业的发展绝非一蹴而就，需要守
正笃实、久久为功。大渡口区要垒筑“音乐”高地，其底
气何在？

底气一：
国家、市级大战略的有力支撑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
大战略。

规划建设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打造钓鱼嘴音乐半岛，是
重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努力
发挥三个作用的重要实践，也是重庆实施两江四岸核心区
整体提升、推动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市政府组织召开重庆长江文化艺术湾区规划建设专家
咨询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进行反复研究论证，
制定《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控规修编及城市设计方案》；市住
房城乡建委牵头组织召开钓鱼嘴音乐半岛开发建设座谈
会；市政府将长江音乐厅和长江音乐学院列入市级重点公
共设施项目，并组织这两个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的全球征集

活动；市地产集团与大渡口区联合成立建设指挥部，积极投
入到钓鱼嘴音乐半岛的建设中来；

……
毫无疑问，建设钓鱼嘴音乐半岛，大渡口不是一个人在

战斗。“音乐半岛”是大渡口的城市名片，更是重庆的一张名
片。来自国家、市级层面的战略支撑，正是大渡口瞄准“音
乐”发力的最大底气。

此外，大渡口区既是国家老工业基地转型示范区，又在
重庆高新区拓展园范围，享受国家老工业基地转型和高新
技术开发区的政策叠加。

大渡口区将坚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在国家、市级大战略中
谋划大渡口的新发展格局。

底气二：
赶上发展音乐“最好的时代”
版权保护，是音乐走入市场最基础的保障。
2015年，国家版权局发布《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

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被音乐界称为“史上
最严版权令”。

自此以来，我国从立法层面到司法实践，从行政保护执
法到大众版权意识唤醒，将“音乐版权”的保护提升到前所
未有的力度、高度，这为当下音乐市场的创作繁荣、交易繁
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此，有音乐人将2015年-2025年形容成音乐发展的
“黄金十年”。

由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音乐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年全年生产的华语新歌数量为74.8万首，同比增
长216%，是2017年-2019年3年的总量。此外，据大麦数

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的5天，全国共有56场音乐节演
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

新歌、音乐节会暴涨背后，是资本、技术、人才的涌入，
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整个音乐行业的蓬勃、市场
的热度。

反观重庆本地的音乐市场，“点上开花、面上无果”的现
状亟待改变。重庆出了李云迪、黄绮珊、王俊凯、王源等一
大批音乐人才，重庆说唱音乐更是领跑全国，明星演唱会、
知名音乐节等在重庆也基本场场爆满。

由此可见，重庆有音乐的创作基础，也有音乐的消费市
场，但是缺少一个集中发力的阵地。

这些，都是大渡口瞄准“音乐”产业的底气。

底气三：
自然本底与人文本底的精彩叠加

蜿蜒的长江，经大渡口区流入重庆主城，在这里勾勒出
一个“舌头”状的半岛：钓鱼嘴半岛。

如今，朝天门、江北嘴等诸多半岛已经是高楼林立，车
水马龙。总面积7.92平方公里，江岸线长10.26公里的钓
鱼嘴半岛，成为重庆主城唯一未开发的半岛。

钓鱼嘴半岛的留白，成为大渡口区乃至重庆市最稀缺
的资源之一，也成为大渡口打造音乐半岛的底气之一。

当然，“留白”并不代表“撂荒”。当前，钓鱼嘴半岛已基
本完成拆迁征地工作，形成“净地”，片区路网建设也在加快
推进，为承载音乐半岛建设创造了“拎包入住”绝佳条件。

同时，大渡口区上风上水的区位条件和自然禀赋，也为
音乐半岛的建设提供了生态底色支撑。近年来该区大力推
进宜居环境建设，“目前全区公园游园星罗密布，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46%”。

另外，大渡口浓厚的群众文娱氛围，也为大渡口区打造
“音乐”高地增加了底气。

“正在举行的2021大渡口区“人文渡口·乐亮江湾”音

乐节系列活动中，群众性正是其一大特色，其中全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职工合唱比赛中，有来自76家单位
53支队伍、2000余人自愿踊跃参赛。”大渡口区文化和旅游
委主任江存彬介绍，大渡口区的民众热衷于参加各类文娱
活动，并且成绩不俗，大渡口的文艺作品连续3届登上群星
奖舞台，尤其是2019年，重庆入围群星奖决赛的5件作品
中，3件来自大渡口。

“上世纪50年代，大渡口因服务重钢而设区，当时大渡
口市民绝大多数都是重钢子弟，从钢花影剧院、银河文体楼
等设施来看，重钢子弟的文娱生活非常丰富，以至于后来虽
然扩大了辖区范围，新增了人口，但群众文化氛围依然浓
厚。”江存彬认为，大渡口能走出李云迪、李雪芮这样的人
才，并非偶然。

再追溯久远一些，大渡口还是重庆主城远古文明的发
祥地，拥有跳磴石工号子、泛川派古琴艺术等音乐主题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为大渡口打造“音乐半岛”提供了
文脉支撑。

关于大渡口的“音乐故事”
你听过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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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田汉、唐国强等大腕都来过钢花影剧院
1957年，钢花影剧院动工开建，3年时间建成投用。钢花影剧院

的建设过程，也堪称一段“传奇”。
钢花影剧院的设计者是重钢员工的家属，当时他正在参与山城电

影院的设计修建，在重钢厂领导的请求下，他模仿山城电影院的图纸，
稍作修改，画成了12张钢花影剧院的设计手稿。

钢花影剧院的修建者全是重钢职工。当年，工人们利用业余时
间，从附近河滩上挑着河沙、砖头，一点点运到这里，凭借东拼西凑的
经验和技术，比照着设计手稿，修建起了名噪一时的影剧院。

完工的钢花影剧院，比山城电影院多了一个功能，它不仅能放电
影，还能承接各种演出。

因此，在上个世纪，钢花影剧院的舞台上，可谓是大腕云集。严良
坤、刘诗昆、盛中国、侯宝林、郭兰英、姜文、唐国强、张艺谋、巩利、刘晓
庆等都曾在这里登过台。国歌词作者田汉在钢花影剧院留下墨宝“淡
云微雨访重钢，钢水奔流赛两江。憾不钢花歌舞夜，高楼同听巧姑
娘”。

到钢花影剧院去看明星，成为众多重钢子弟和大渡口人最美好的
时代记忆。

音乐剧《大义渡口》背后的历史
大渡口区原创民族音乐剧《大义渡口》于5月19日在大渡口区钢

花影剧院首演，5月26日在重庆大剧院演出也取得圆满成功。而这台
音乐剧所传唱的，正是大渡口传承百年的义渡精神。

《巴县志》记载，清道光年间，马王乡士绅自发捐出一片田地，用每
年的收租所得作为义渡的运转经费，雇佣船夫，购买一大一小两艘客
船，免费渡人过江。

这里便是后来的马桑溪渡口。受此义举的感染，乡民们又自发筹
资，在渡口修建了凉亭、石凳，方便过客等待、休息。

“义渡”从此名声远播。后因该处江宽水缓，过江人众，渡口规模
为沿江数十里之首，人们又将这里唤作“大渡口”。如今，刊刻在义渡
公园一块自然山石上的“古道热肠”4个大字，阐释了义渡的精神内涵。

“石工号子”从工地走上舞台
大渡口跳磴镇多山地，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多以采石为

生。过去，石工们在工地劳动时，为了提气运气、减缓疲芳、协调动作，
便创作了各式各样的“石工号子”，唱词朴实、风趣、内容丰富、地域特
色强。

后来，机械化作业的普及，打石匠这个职业逐渐消失了，但“石工
号子”这种原生态音乐却保留了下来。

2010年9月，跳磴“石工号子”被确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
渡口区文化馆通过艺术化创作，将“石工号子”搬上了舞台，2013年，在
中国第十届艺术节上，以跳磴“石工号子”为原型创作的表演唱《跳磴
石工号子》一举拿下了国内群众文化政府最高奖的“群星奖”。

王彩艳 杨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