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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8 月 21 日电 （记者
郭丹）日本内阁官房21日下午发布消
息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

内阁官房相关人士说，岸田20日
晚出现低烧、咳嗽等症状，21日上午10
时在首相官邸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下午
4时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目前岸田正

在官邸疗养，其夫人及长子被确认为密
接者。

岸田自本月15日开始暑期休假，
原定于22日恢复工作，目前正在考虑
以线上方式处理公务。

近来，日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屡创
新高。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全
国20日新增确诊病例253265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本报记者 刘一叶

8月12日，2022“欢跃四季·舞动
山城”重庆市广场舞市级集中展演在万
盛黑山谷举行，吸引了众多广场舞爱好
者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这是广场舞展演的第10年，从千
人一面到风格多样化，从跟风模仿到自
己原创……重庆广场舞展演，让这项发
源于民间的群众文化活动在这里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

那么，10年间，广场舞给市民生活
和这座城市带来了哪些变化？未来，重
庆如何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广
场舞作品？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

走出家门
群众站到了舞台中间

这是江津区圣泉街道一个普通的夜
晚。每当夜幕降临，这里的小广场便开
始热闹起来。璀璨的灯光，把周围一切
照得通明。跟着音乐节拍，前来跳舞的
市民扭腰、踢脚、甩头、转身……不一会
儿，就汇聚成一个巨大的广场舞方阵。

近年来，当地群众似乎不再满足于
坐在电视机前欣赏文艺节目，他们开始
走出家门，组建广场舞团队，让自己成
为文艺活动的主角。

55岁的郭江红就是广场舞蹈队中
的一员。10年前，郭江红第一次看到
广场舞时，便被这种舞蹈吸引。从最初
的不好意思到如今跳舞时总站在最前
面，郭江红通过跳广场舞，收获了快乐，
增加了自信。她与舞蹈队经常参与演
出，还用短视频记录下跳舞时的情景。

像郭江红一样，参与广场舞的普通
群众还有很多。今年，在“欢跃四季·舞
动山城”重庆市广场舞展演中，我市共
有4600多支广场舞队伍、15万名广场
舞爱好者参加了基层和片区广场舞展
演的选拔活动，线下线上参与人数达
2100余万人次。

事实上，广场舞是体育与群众表演

相结合的舞蹈，它以身体动作舞蹈为基
本内容，配合耳熟能详的音乐，单人或
集体配合，既有娱乐健身作用，又具有
表演性。

“从挑选音乐、编排动作到搭配服
饰、组织练习，每支广场舞都显示着他
们的审美趣味。”中国文化馆协会广场
舞委员会主任委员曹锦扬认为，广场舞
的动作技巧门槛低，给了很多没有舞蹈
专业背景的普通人“闪亮登场”的机会。

追求原创
用舞蹈作品向更多人推介重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重庆的广场舞
作品原创比例逐年递增，广场舞作品艺
术水准也越来越高。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从基层海选、
片区联动，再到市级展演，很多群众都
会随着音乐节奏晃动身体、拍手应和，
并不时举起手机记录下精彩瞬间。

“万州的《梦圆小康》，秀山的《闹花
灯》，还有渝北的《冰雪情怀》，我们坐在
看台上就能感受各地风光和民族风
情。”一位观众看完演出后连连赞叹。

“我觉得这支舞蹈中点点星光的元
素很有意思，后来跟队员们交流才知
道，其灵感是来自当地创建文明城区的
经历，创作者希望以此为身边的文明行
为点赞。”现场一位文艺志愿者称。

此外，在近几年的广场舞展演中，
还不乏一些取材于当地优秀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或传统民间艺术的原创广
场舞作品。比如，万盛经开区文化馆舞
蹈队参演的原创广场舞《红苗舂米舞》，

就取材于当地“红头苗”传统节日中表
演的舂米舞，形象地展现了万盛群众建
设美丽乡村的美好场景；彭水醉美娇阿
依舞蹈队表演的广场舞《踩春》，又以风
格豪放的舞蹈，展现了苗族群众欢迎客
人到苗寨做客的情景，浓郁的民族风
情，让人印象深刻。

今年广场舞展演的规定舞蹈作品
《娇阿依》，更是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彭水苗族经典民歌加入广场舞中，赢
得观众的热情掌声。这同时也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一种尝试。

“引入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元素对
于广场舞作品的发展大有裨益。”重庆
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鲁广峰介绍，《娇
阿依》是流行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的苗族原生民歌。2014年，彭水苗族
民歌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豪迈的唱词、
唱跳兼具的风格深受群众喜爱。在他
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
群众的广泛参与，广场舞让群众在锻炼
身体、愉悦心身的同时，还能成为一种
传播载体，向更多观众推介重庆。

凸显活力
编创更多具有传播力的作品

近日，当记者走进位于北碚区文化
馆的两江艺术团时，舞者们正在排练广
场舞《永远跟党走》。虽然重庆连日高
温，但30余名队员仍围着红色围巾，时
而旋风般疾转，时而又转身莞尔一笑，
用姿态、眼神、动作展现新时代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广场舞《永远跟党走》由重庆市群

众艺术馆、北碚区文化馆、江津区文化
馆共同创编，8月25日，他们将带着这
支舞蹈赴银川参加展演，角逐第十九届
群星奖。

据该舞蹈的编创人员宋璐介绍，这
支舞蹈队有很多年轻面孔，平均年龄
25岁。此次代表重庆登上群星奖的舞
台，她们期待用饱满的热情，让全国观
众感受到重庆原创广场舞的魅力。

如此青春的广场舞队伍，在重庆还
有很多。九龙坡区文化馆活动部负责人
谢飞介绍，他们在日常培训中就尝试把
舞蹈免费开放班中年轻、有专业背景的
学员放到中老年居多的广场舞群体中一
起进行训练。“年轻人的活力和专业舞蹈
动作，引领着广大舞者对美的追求，广场
舞的美感和观赏性也明显提升。”

“广场舞的类型、形式和参与者都
应该是丰富多元的。对当下一些年轻
人而言，广场舞是一种有益的健身方
式。”宋璐表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加
入广场舞队伍中，通过学习富有当地特
色的广场舞作品，他们也了解到了本土
优秀的传统文化。

此外，重庆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推动“舞动山城”品牌建设。10年
间，我市建设完善了不少体育公园、文
化广场，有效缓解了广场舞场地不足的
问题；市群众艺术馆等单位还引导群众
广场舞组织签订“文明广场舞公约”等，
引导群众自我管理。

“近些年，我们通过培养广场舞骨
干，加大广场舞编创人员的培养力度，
重庆广场舞的秩序和创作方面不断提
速扩容，形成一定规模。”鲁广峰认为，
这些利好条件，成了重庆广场舞展演活
动突围的重要助力，越来越多的观众通
过舞蹈感受到了广场舞的快乐。

“重庆市广场舞已经在创作、推广、
组织等方面形成品牌，取得成效，但我
们还应充分发挥地域特色，把更多的重
庆元素，如重庆的民歌小调、民间舞蹈
融入其中，彰显特色。”重庆市舞蹈家协
会主席、重庆两江艺术团团长董进波
说，他们正在组织力量进行广场舞编
排，从渝东南、渝东北、渝西地区等地不
同的文化和特色入手，编创更多具有传
播力的广场舞作品。

10年来，从千人一面到风格多样化、从跟风模仿到本土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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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8
月 21日，记者从重庆市科协获悉，首
批重庆市中小学校外科普特色基地名
单近日出炉，重庆科技馆、重庆市规划
展览馆、重庆动物园等 52家单位入
选。

据介绍，为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工作方案》和《教育
部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利用科
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的通知》精神，
有效支持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市科协、
市教委联合制定了《重庆市利用科普资
源助推“双减”工作十条举措》，并于今
年3月启动了首批重庆市中小学校外
科普特色基地的评选认定工作。经各
区县科协、教委联合推荐、资格审查、专
家评审、信息公示等程序，评选出首批
重庆市中小学校外科普特色基地，有效
期至2027年。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被认定
的中小学校外科普特色基地将不断
提升自身科普公共服务能力，注重科
普实践活动、科普课程资源开发，积
极支持全市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充
分利用自身科普资源，加强科学精神
和科学方法的宣传，着力提升青少年
科学素养。各区县科协、教育部门将
加强对各中小学校外科普基地的指
导，支持改善工作条件、提升科普服
务能力，积极推荐促成基地与当地中
小学校达成合作，共同推动“双减”落
地见效。

首批重庆市中小学
校外科普特色基地出炉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王懿瑶）记者8月15日从重庆市民政
局获悉，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于近日联合印发《重庆市城乡社区工
作者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简称《方
案》），要求进一步提升城乡社区工作者
抓城市党建能力、为民服务能力、基层
治理能力、应急处置能力等，着力打造
一支适应新时代基层治理需要的专业
化队伍。

记者了解到，《方案》从实施素质能
力提升行动、专业技能提升行动、学历
层次提升行动三个方面，对工作重点进

行了明确。
在素质能力提升行动中，我市将丰

富社区治理课程资源，每年举办15期
左右市级城乡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示
范培训班，每年至少对城乡社区党组织
书记、村（居）委会主任、村（居）务监督
委员会主任开展1次集中培训。

在专业技能提升行动中，我市将对
获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的给予职业津

贴，将持有社工证作为新招录社区工作
者的参考或优先条件。

在学历层次提升行动中，我市将
采取成人教育、网络教育、校地合作等
方式，动员和推荐高中及以下学历的
城乡社区工作者报考国家承认的大专
或本科学历教育，鼓励大专学历的城
乡社区工作者进一步提升学历层次。
同时要求各区县结合实际，制定对取

得相应学历城乡社区工作者的考核激
励措施。

《方案》明确，通过实施城乡社区
工作者能力提升工程，到 2025 年力
争全市城乡社区工作者持有社工证
人员比例不低于15%，城市社区工作
者大专以上学历达到80%以上，农村
社区工作者大专以上学历达到 50%
以上。

重庆启动城乡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工程

52家入选单位
扫一扫
就看到

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
正式发运

为我国首次出口的高铁列车

据新华社内罗毕8月21日电 （记
者 黎华玲 哈希）摩加迪沙消息：索
马里卫生部21日发表声明，证实19日
晚在索首都摩加迪沙一家酒店发生的
恐怖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117人不
同程度受伤。

索卫生部长阿里·哈吉·阿丹在声
明中说，武装分子19日晚先后引爆两
枚汽车炸弹，炸毁摩加迪沙哈亚特酒
店的外墙，随后闯入酒店并劫持多名
人质。索警方、军方随后与袭击者在
酒店区域展开长达 30小时的交火。
目前索军方已控制酒店区域并救出人
质。

哈吉·阿丹在接受索马里国家电视
台采访时表示，哈亚特酒店发生的恐怖
袭击事件令人发指。另据索马里警方

消息，由于部分伤者情况危急，死亡人
数可能增加。

摩加迪沙警察局局长阿卜迪·哈
桑·穆罕默德在电话中向新华社记者透
露，索安全部队于21日上午清剿了实
施此次恐袭的“青年党”武装分子，成功
营救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106名平
民。

索马里“青年党”20日宣称实施了上
述袭击，并称袭击目标是当地政府官员。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特派团20
日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
件，表示将与索政府团结一致，共同打
击恐怖分子，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
问。联合国秘书长索马里问题特别代
表詹姆斯·斯万21日发表声明谴责上
述恐怖袭击。

索马里首都一酒店遭恐袭
已致21人死亡117人受伤

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 实习
生 唐靖岚）“以前305路公交车要等
很久，现在班次增加了，我们上下班方
便多了！”8月12日，在永川凤凰湖产
业园工作的李晶告诉记者。

说起这一改变，时间得回溯到7月
15日。

当天，永川区政协依托“渝事好商
量·永川你来谈”协商平台，开展了首场

“社情民意面对面”协商活动。产业园
员工代表、政协委员、交通公司代表等
围坐在永川区政协议政厅，就区政协经
济委主任陈远红、社情民意特邀信息员
陈财元等反映的社情民意——《关于进
一步解决园区企业员工出行不便问题
的建议》进行协商办理。

“由于乘公交不方便，我们员工上
下班主要靠自备电动车。”“我们不仅乘
公交车难，打网约车也难!”来自永川凤

凰湖产业园、三教产业园、港桥产业园
的企业及员工代表说出了大家普遍面
临的问题。

“公交车路线运行成本远高于运营
收费，疫情以来我们也亏损严重啊。”公
交公司代表说。

针对这些问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和政协委员纷纷开始提对策、谈建
议。

“园区企业员工‘乘车难’问题日益
突出，对企业招工、留人都会造成一定
影响。”现场，永川区政协委员陈远红提
出了“三增加、两完善、一超前”的建议。

“三增加”，即增加车次、增加工具、
增加路线。“两完善”，即完善站牌标识、

完善候车环境。“一超前”，即超前思考
后续建设问题。

原来，在永川区政协经济委今年6
月的一次调研过程中，陈远红了解到，
近年来随着园区新建企业不断增多，园
区企业员工“乘车难”问题日益突出，这
对企业招工、留人造成一定影响。此
后，她组织多名永川区政协委员深入调
研，并撰写了社情民意信息。

“区政协提出的建议，我们全部赞
同，并将抓好落实！”永川区交通局局长
曾宪勇当场表示，立即增加潮汐时段的
运行车次，将老城区至凤凰湖产业园的
5条公交线路的发班间隔时间由过去
的15分钟缩短至10分钟，将新城区至

凤凰湖产业园的4条公交线路的发班
间隔时间由过去的35分钟缩短至25
分钟；结合出行需求，在确有企业员工
购票的情况下，将朱沱、松溉、三教的客
运班车运行至瓦子铺配载；采用定制公
交方式对园区企业进行精准服务。

永川区政协有关负责人直言，此次
协商围绕解决园区企业员工的烦心事
出真招、出实招，为稳岗稳企稳住经济
大盘商出了共识、商出了成效。接下
来，将依托“渝事好商量·永川你来谈”
协商平台，深入推进“社情民意面对面”
协商活动，让协商的触角延伸到镇街、
村（社区）、院坝、田间地头及企业、园
区。

永川：面对面协商社情民意 解决园区企业员工“出行难”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8月19
日，重庆交通大学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召开“山区桥梁及隧
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川藏区域研究
中心山区大跨拱桥全寿命周期成套技
术研究”科研工作推进会，校企双方共
同开展《山区条件下大跨拱桥建设运维
新技术研发与应用》课题研究，聚焦川
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运维，开
展重大技术攻关，打造全球领先的拱桥
技术创新高地。

2020年7月，由重庆交通大学和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共建的“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川藏区域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两年来，校企双方共同开展山区特大拱
桥、特长隧道、特殊地质条件联合攻关，
合作的领域从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学院
向河海学院、交通运输学院、机电与车
辆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人文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外国语学院等扩展，实现学科融合
跨界发展。

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山区桥梁及
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周建庭
介绍，“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川藏区域研究中心”建设两年
来，进一步强化了校企合作，整合了双
方的科研技术优势，通过理论创新，重
庆交通大学科研团队提出特大跨拱桥
的“拱模式”承载力计算方法和劲性骨
架混凝土拱桥优化合理分段外包方式
等关键理论与方法。下一步，团队将结
合在建重点项目，提升山区拱桥建造的
工业化、装配化、智能化水平，解决关键
技术问题。同时通过多学科交叉，攻克
拱桥施工装备化难题。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低碳是未来
大跨拱桥建设的发展方向，也是推动行
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四
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熊国斌表示，未来，校企双方将依托山
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川
藏区域研究中心，大力开展理论创新、
技术创新、装备研发，提升山区拱桥全
生命周期建设运维水平，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技术
支撑保障。

川渝两地校企合作
打造拱桥技术创新高地

据新华社青岛 8 月 21 日电 21
日，我国出口印尼用于雅万高铁的1组
高速动车组和1组综合检测列车从青
岛港运往印尼，标志着我国首次出口的
高铁列车正式启运（如图）。

据了解，雅万高铁是“一带一路”建
设和中国、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
项目，也是我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
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

列车采用中国标准为雅万高铁量
身打造，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此次
在青岛港装船启运的是雅万高铁首批
发运车辆，预计将于8月底抵达印尼雅
加达港，后续通过公路运输运往万隆。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范庆龄）前不久，国内最大内河消防救
援船“渝消救07”加入重庆消防，引起
不少市民的关注。8月18日，记者从
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渝消救07”的

“兄弟”——“渝消救08”快速反应船也
已抵达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水上支队
太平门消防救援站，并将在不久入列重
庆消防。

据了解，“渝消救08”是一艘主要
用于船舶火灾扑救及应急救援的船只，
担负水上设施、沿岸建筑物、各类船舶
的消防及救助任务。

与高大、全能的“渝消救07”相比，
“渝消救08”要小上一号。该船总长

36.5米，宽7米，最大航速35公里/小
时，吃水1.8米，排水量223吨，可续航
350公里。

虽然“渝消救08”吨位较小，但它
同样“五脏俱全”。它拥有消防指挥、消
防勤务、光电追踪、VAST系统、4G/
5G公网系统、VHF无线电话、声力电
话、船载卫星通信系统、AIS船舶自动
识别九大系统，配备有一门主炮和三门
副炮，最大射程超120米。

待正式交付后，“渝消救 08”快
速反应船将主要用于承担重庆长江
干流及其支流内河水域船舶港口岸
边和码头的灭火抢险和应急救援任
务。

“渝消救08”来了

重庆水上消防又添新“战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