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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10月8日晚，16集大型电视
专题片《领航》在央视综合频道开
播，专题片里采用了铜梁火龙以
及大美重庆的画面。特别是《领
航》第二集《科学指南》片尾，当配
音说到“使中华文明，再次放射出
耀眼的光芒，迸发出绚丽的光彩”
时，电视画面播出了一组漫天飞
舞的铜梁火龙场景，让人印象深
刻。

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铜梁龙近年来频频亮相央
视，在向全世界展示精湛火龙技
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同时，也将重庆人的勇锐和担
当诠释得淋漓尽致。

铜梁龙舞代表了巴渝
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火热追求

“铜梁是‘龙舞之乡’，铜梁龙
舞艺术在长时期流传中，形成了
龙灯舞和彩灯舞两大系列，有20
多个品种。”铜梁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主任宗和云介绍，其
中火龙是铜梁最具特色的民俗文
化——炉火熊熊，1600℃高温将
生铁融化；木拍击打，铁水怒放化
作炙热火花；铿锵的锣鼓声里，袒
胸赤膊的铜梁汉子在铁花飞溅中
舞动神龙，用勇锐与担当演绎出
节日的吉祥和欢乐。

铜梁龙舞精彩纷呈，慢游
龙、连环套、单车快舞、流星赶
月等等，舞起来气势恢宏，时而
飞腾跳跃，时而行进起伏，时而
冲上云端，时而入海破浪……
以其行云流水的技艺、恢宏磅
礴的气势著称，既象征着中华
民族奋发腾飞的精神面貌，也
代表了巴渝儿女对美好生活的
火热追求。

铜梁龙舞先后参加了国庆
35周年、50周年、60周年、70周
年庆典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9
年北京世园会等国内国际重大庆
典活动，并远赴美国、英国、法国、
澳大利亚、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
和地区开展300余场文化交流，
向全世界观众展现了铜梁龙舞独
特的艺术魅力。

在传承中创新让铜梁
火龙焕发新光彩

“胆子要大，力气要均匀，尽
量往高处远处打。”不久前，在铜
梁区高楼镇涪江码头，一群兴致
高涨的当地村民正在用涪江水代
替铁水，在高楼火龙的区级非遗

传承人欧建康师傅的指导下，练
习“打铁水”技巧。

为培养更多的钢花铁水炼制
及抛洒传承人，不断将铜梁火龙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铜梁区文旅委不定期举行火龙
（钢花铁水）非遗传承人培训班。
这天，铜梁区文化馆和高楼镇文
化服务中心安排了专业老师，对
来自高楼镇和邻近镇的近40名
群众开展为期6天的理论知识和
实践操作培训。

“铜梁火龙之所以精彩壮观，
除了有舞龙人带来的狂野而灵动
的龙舞表演外，还有关键一环：打
铁水。”铜梁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
高晓涛介绍，虽然铜梁火龙已经
蜚声海内外，但铜梁依旧在不断
提升铜梁火龙“打铁水”技术和龙
舞表演技艺方面的水平。

“只有在传承的同时不断创
新和提升，古老的铜梁火龙才能
焕发新的光彩。”高晓涛介绍，在
龙舞表演技艺方面，当地通过对
表演时龙形、舞龙队员形体表现
等方面进行提升，让表演更加流
畅、更具观赏性。

龙灯彩扎产业向规模化
专业化方向发展

“在铜梁，舞龙是从娃娃抓起
的。”宗和云介绍，2005年，铜梁
将自编的龙舞及龙文化乡土教材
发放到了全区的中小学校。

铜梁龙舞的种子在校园里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有不少学生从
入学就开始参加学校的龙舞集训
队。如今，全区几乎每所学校都
有舞龙队。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
会历史文化滋养。”高晓涛表示，近
年来，文物资源和文化遗产蕴含
的创新创造基因被不断激活，让
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
话，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依托铜梁龙舞这一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铜梁还大力发展
龙灯彩扎技艺及基地建设，先后
在太平镇坪漆村、土桥镇庆林村、
水口镇树荫村、西河镇双永村、安
溪镇金滩村建成6个龙灯彩扎基
地，并在太平镇坪漆村、巴川街道
玉皇村建成了两个龙灯彩扎和展
示车间，实现了对原有龙灯彩扎
基地的提档升级，进一步促进了
铜梁区龙灯彩扎产业向规模化、
专业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龙灯
产、供、销产业链条，龙灯系列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和美、英、日、俄
等10多个国家。

亮相央视专题片《领航》
铜梁火龙光芒耀眼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10月9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与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以“双主会场”

“现场＋视频”方式召开动员会，
就联合开展《重庆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嘉陵江流
域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决定》
和《四川省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以下分别简称“重庆
决定”和“四川条例”）执法检查进
行动员部署。

会议听取了川渝两省市有关
部门及有关区（市）贯彻实施“重
庆决定”和“四川条例”的汇报，并
对执法检查重点、范围和地点等
进行了具体安排。

根据安排，本次执法检查重
点为“重庆决定”和“四川条例”宣
传普及，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法
律责任落实情况；相关规划、标准
体系制定情况；协同机制建立和
落实、流域生态修复、流域污染治
理、河道岸线管理、横向生态补偿
等制度落实情况；“重庆决定”和

“四川条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和原因，进一步推进“重庆决
定”和“四川条例”实施和修改完
善的意见建议。

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
委托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实现重
庆嘉陵江流域执法检查“全覆
盖”。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将赴重庆市合川区、潼南区、
梁平区开展实地检查，同时，委托
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
坡区、北碚区、渝北区、永川区、大
足区、璧山区、铜梁区、城口县人
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开展执法
检查。四川省执法检查组将赴四
川省有关区县（市、州）开展实地
检查。

“重庆决定”和“四川条例”
自2022年 1月 1日同步实施以
来，川渝两地坚持生态共建环境
共保，协同推进嘉陵江流域生态
保护修复，开展尾矿库、废弃矿
井涌水治理和废弃矿山修复，完
善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硬约束
机制。共同编制实施铜钵河、琼
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川渝联
防联治方案（计划），共同投资
22 亿元实施 96 个项目。今年
1—8月，嘉陵江干流重庆段水
质保持为优，3个国控断面水质
均为Ⅱ类，达到国家考核要求。

川渝将联合开展嘉陵江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 白麟）记者
10月9日从市经信委获悉，日前，
《重庆市自动驾驶和车联网创新应
用行动计划（2022—2025 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出台，提出
到2025年，全市将建成全国领先的
智能网联生态，打造以基础平台支
撑产业发展的高质量样板，在全国
率先开展规模化、多场景示范应用，
基于车路云一体化的感知、决策、控
制等服务在示范区域实现全覆盖。

按照《行动计划》，我市将着力
突破新型电子电气架构、多车型适
配的标准化硬件平台、智能网联操
作系统、自动驾驶算法、智能座舱等
车端关键技术；支持整车企业打造
硬件可插拔、场景可编程、生态可
随需、系统自进化的智能电动数字
化车端平台，推动车载软件快速更
新迭代；依托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推动骨干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加强协作，共同开展技术创新，促进
研究成果产业化；构建“产学研金
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另一方面，我市将推动全市自
动驾驶和车联网示范区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科学定位建
设内容，明确建设步骤和路径，统
筹推进示范区建设；重点推进重庆
高新区网联自动驾驶样板示范区、
重庆（两江新区）国家级车联网先
导区等重点项目标准化建设，积极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持续降低政府
投入，加快建成城市级规模化基础
设施网络。

此外，我市还将持续开展自
动驾驶汽车测试示范，适时启动
自动驾驶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
点工作，力争成为全国首批试点示
范城市。

重庆出台自动驾驶和车联网创新应用行动计划

2025年建成全国领先智能网联生态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见

习记者 罗婧颖）10月9日，记者
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当
前，永川区正加快推动汽车产业向
新能源化、智能网联化、高端化、绿
色化转型，预计到2030年，永川将
全面建成西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城，形成“百亿级龙头企业+十
亿级核心零部件企业+专精特新
企业”的企业梯队。届时，永川汽
车产业规模将达3000亿元。

眼下，全球汽车行业正处于产
业结构深度调整的窗口期，在新一
代科技革命的驱动下，汽车正从交
通工具向智能终端转变，这催生了
汽车产业的新形态、交通出行的新
模式等。

近年来，永川抢抓行业风口，
加快推进汽车产业、大数据产业发
展，围绕龙头补链强链，有效提升
了整车智能化、网联化、新能源化
的集成能力，不断壮大产业集群。
同时，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为契
机，构建智慧交通大脑，推动智能
交通融合应用，为建设西部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城提供了强有力支
撑。

譬如，自去年起，依托百度公
司旗下的Apollo 自动驾驶服务

“萝卜快跑”平台，永川区就在全国
率先开展了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
运营示范。目前，该平台共有5辆
全车无人自动驾驶车辆在永川取
得了商业化示范运营许可，在永川
城区设立了205个服务站点，已服

务乘客近2万名。
“接下来，我们还将重点实施

产业链培育提升，夯实产业基础，
为建设西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城注入新动力。”永川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具体而言，一是着力提升整车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化水平，依托现
有的产业基础，推动长城汽车、百
度公司在永川布局智能网联新能
源整车制造，加快发展低速无人功
能车装配，超前布局中国西部自动
驾驶汽车及机器人生产运营基地。

二是着力完善汽车零部件供
应链体系，加快新材料产业园、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零部件产
业园、长城智能网联新能源产业
园等园中园建设，培育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大力发
展汽车软件产业，加快建设百度
智能网联汽车研发中心、长城智
能网联汽车永川研究院，培育发
展汽车软件，推动整车企业软硬
一体化发展。同时，聚焦数据采
集、标注、分析、应用等关键环节，
为智能网联汽车提供完备的数据
基础支撑。

此外，永川还将不断完善智能
应用场景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加快
道路网联化改造，推动全域开放智
能网联汽车测试，打造“虚拟仿
真-封闭场地-开放道路-高速公
路”全链条专业测试基地等，构建
起“全域开放、全城运营、全场景覆
盖”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城。

2030年汽车产业规模将达3000亿元

永川打造西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城

本报讯 （记者 白麟）日前，
《重庆市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行动计划
（2022—2025年）》（以下简称《行
动计划》）正式出台，提出到2025
年底，建成充电桩超过24万个，新
建小区充电桩覆盖率达到100%，
中心城区具备条件的公共车位实
现充电桩全覆盖，超快充网络、换
电网络寻站半径原则上不超过5
公里，高速公路服务区实现充电桩
全覆盖。

截至目前，重庆已累计建成
充电站2407座、换电站80座、充
电桩 8.8 万个，具备良好的充换
电网络服务能力。在此基础上，
《行动计划》提出，一方面，重庆
将加快开展中心城区公交车、出
租车、物流车、中型卡车、重型卡
车等运营类新能源汽车充（换）
电设施用地规划，补齐区县、乡
镇（街道）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短板，实现充换电站区县全覆
盖、充电桩高速公路服务区、乡

镇（街道）全覆盖，并加快建成覆
盖公交站、火车站、机场、码头、高
速公路等交通重点区域的充换电
储能基础设施网络，鼓励充电运
营企业开展居住社区充电设施统
建统营。

另一方面，重庆将加快路侧单
元等车路协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
道路通信设施、视频监控设备、交
通信号灯等智能互联；共同推进成
渝高速公路扩能、遂渝高速公路扩
能等智慧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实现
隧道无线定位、急坡弯道路侧感知
预警等特色应用。

此外，按照《行动计划》，到
2025年底，我市将培育1家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行业头部企业，建成
国家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科研及
产业化平台；率先建成能源网、交
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应用平
台；建设车路协同道路超过1000
公里，新增智能网联路测设施超过
1200个，累计启动超过500公里
智慧高速公路建设。

到2025年底重庆将建成超过24万个充电桩

新建小区和高速公路服务区将全覆盖

自动驾驶和车联网是汽

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

方向，也是实现智慧交通的

重要支撑。近年来，重庆在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上

加大发展力度，近期又出台

了《重庆市推进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及服

务行动计划（2022—2025

年）》《重庆市自动驾驶和车

联网创新应用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等政策

措施，提出 2025 年建成全

国领先的智能网联生态、充

电桩超过 24 万个等目标，

以进一步从产业规划、龙头

企业引入、技术攻坚、商业化

开发等方面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夏元）
10月9日，记者从市政府获悉，《重庆
市“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已正式印发。
《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市单位地
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
14%，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重点行
业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控
制水平基本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方案》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市将
实施一批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涉及重点
行业绿色升级、园区节能环保提升、城
镇绿色节能改造、交通物流节能减排、
农业农村节能减排、公共机构能效提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污染共治、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和

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提升等10个方面。
围绕重点行业绿色升级工程，重庆

将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行业
为重点，推广富氧强化熔炼等节能技
术，并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
家枢纽节点重庆数据中心集群，引导数
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

“十四五”期间，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
耗下降14.5%。到2025年，重点行业
和数据中心能效全部达到基准水平，标
杆水平产能比例超过30%。

围绕园区节能环保提升工程，重
庆将推动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
高新区、重庆经开区等产业园区实施
循环化改造，鼓励有条件的园区和企
业加强资源耦合和循环利用，创建“无
废园区”和“无废企业”。到2025年，
重庆将建成绿色园区30个、绿色工厂
300家。

围绕交通物流节能减排工程，重庆
的城市公交、出租、环卫、港口和机场服
务、城市物流配送、邮政快递等领域新

增或更新车辆时，将优先采用纯电动、
氢能源、天然气等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
车。到2025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产量
达到100万辆，新增纯电动汽车不少于
10万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将开展污
染共治。《方案》提出，要深化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要建立污染天气共同应对机
制，推进应急响应一体联动；实现车辆
超标排放信息跨区域、跨部门共享和执
法联动，加强油品质量联合监管。

重庆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方案》

实施十方面重点工程 能耗下降14%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0月
9日，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布9月产销快报。数据显示，该公
司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7596
辆，同比增长341.33%。其中，赛
力斯汽车9月销量为10142辆，同
比增长598.00%，且连续两个月单
月销量破万。

赛力斯在市场端的亮眼表现，
得益于该公司近年来全力转换赛
道，通过新能源与智能化技术赋能

汽车主营业务。
今年3月，该公司问界系列新

能源汽车开始交付。其中问界
M5创下新品牌单款车型87天销
量破万的纪录；8月问界系列首次
实现单月交付量破万，创造国内新
能源汽车品牌单月交付破万最快
的纪录；9 月初，智慧豪华纯电
SUV问界M5 EV正式上市，这
也是问界系列一年内发布的第三
款新能源汽车产品。

赛力斯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41.33%

2025年建成全国领先智能网联生态、充电桩超过24万个……

重庆精准发力让汽车产业跑上智能绿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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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三亚湾水产交易市场旁的星星充电站，不少车辆在此充电。在运营车辆充电高峰期，该充电站70个充电车位
几乎“满员”。（摄于7月3日）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