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5日，位于两江新区的寸滩国际邮
轮母港港口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该工程是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3 年重大项目之一。汛期将至，目前每
天都有300 多名工人在现场按汛期施工计
划有序作业。

据介绍，活动登船桥框架、垂直升降综
合体框架、旅客通廊及连廊引桥上部结构施
工已完成约30%，力争今年年内水工主体完
工。

该项目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内河流
域规模最大的“货改客”港口工程，直立式集
装箱码头将改造升级为4个570客位豪华邮
轮泊位，并创造性地建立垂直升降登离船体
系，给游客带来“登船如登机”的体验。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寸滩国际邮轮母港
港口工程加紧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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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欣

“五一”期间，当五湖四海的游客穿行
在重庆大街小巷，感受山水之城的无限风
光时，千里之外的香港，戏曲艺术殿堂级
剧院——西九戏曲中心，观众正因川剧
《李亚仙》的首度赴港演出而激动不已。

《李亚仙》是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市
川剧院院长、“梅花大奖”得主沈铁梅的代
表作之一。有别于以往，沈铁梅此次赴
港，特别邀请了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副院
长、“梅花奖”得主王超联袂演绎。

川渝名家携手让本次赴港演出别具
意义。它标志着全国文旅市场复苏以来，
川剧“走出去”的步伐重启，更彰显了川剧
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主动
作为和担当，对川剧这一文化名片如何更
好“出圈”，尝试着探索新的答案。

“走出去”重启
川渝版《李亚仙》赴港首秀圈粉

“向天一声笑，走过这一场，莫道眼前
黑茫茫，心中自有一片光……”如诉如泣，
酣畅淋漓，《李亚仙》尾声部分，点燃了现
场观众的情绪，掌声雷动，不绝于耳。

两朵“梅花”，一台大戏。4月28日至
29日，被誉为“中国版《茶花女》”的《李亚
仙》首次赴港，便迎来了川渝名家的艺术
碰撞。川渝版《李亚仙》令香港戏迷沉醉
不已，谢幕时，人们久久不愿离去。4月
30日的折子戏专场也星光熠熠，有胡瑜
斌、黄荣华两位“梅花奖”得主合作的《长
生殿》，更有沈铁梅与易传林带来的《阖宫
欢庆》压轴，这些小而精的折子戏与《李亚
仙》一道，完整诠释了川剧之美。

“香港戏迷对川剧并不陌生。”西九文
化区管理局戏曲表演艺术主管钟珍珍说，
2014年，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来港，
沈铁梅唱了《李亚仙》片段，“观众快疯掉
了，非常喜欢。”2015年，沈铁梅赴港带来
川剧讲座；2017年，重庆市川剧院献演香
港中国戏曲节。“可以说，香港与川剧缘分
匪浅。”

“香港是疫情之后川剧‘走出去’的第
一站，香港观众爱戏、懂戏、会看戏。”沈铁
梅表示，《李亚仙》赴港之约3年前已定
下，“山高水长，虽有波折，但好的艺术注

定会跟懂得欣赏的观众相逢。”
《李亚仙》已不是头一回“走出去”

了。2016年的匈牙利“布达佩斯之春”艺
术节和2019年的锡比乌国际戏剧节上，
它都曾惊艳亮相。沈铁梅带着川剧“走出
去”则起步更早。2002年，她携《金子》赴
韩国连演8场，引发轰动，21世纪以来重
庆市川剧院高频次文化交流的大幕就此
拉开。20多年来，沈铁梅和重庆川剧人的
足迹遍及欧美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越
来越多外国观众折服于川剧艺术魅力。

守正还要创新
立足川剧本体完整呈现剧种魅力

香港西九文化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文化项目之一。2019年落成的戏曲中心
占地2.8万平方米，内设宽阔中庭、茶馆剧
院、顶层剧院、演讲厅等，被誉为戏曲艺术
的殿堂级艺术演出场地。这里紧邻维多
利亚港，以国际大都市香港为平台呈现东
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国古老的戏曲艺术
得到了更广泛传播。

在西九戏曲中心，沈铁梅和她的同事
需要面对的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观众群
体。与20年来每一次“走出去”一样，这
一回他们完成得也相当漂亮。《李亚仙》是
原汁原味的古典川剧老戏新探的清雅文
戏，沈铁梅“腔中有人，人活腔中”的声腔

神韵抓紧了观众的心，演出如行云流水，
高潮迭起。

“我们心里有底，原汁原味的川剧艺
术有种极致美感，哪怕语言不通也能让观
众震撼。”沈铁梅说，此前在匈牙利演出
时，为了让外国观众更好地欣赏川剧的音
乐、表演、服装、方言等艺术，他们大胆采
用剧情提示而非逐字翻译字幕来辅助演
出。“以表演为中心足矣，这也是川剧艺术
的文化自信。”

唱原汁原味的川剧，代表着沈铁梅等
重庆川剧人多年来在“走出去”时对艺术
的坚持。“中国戏曲艺术有着鲜明的民族
性，从思想体系、表演手法到美学欣赏都
与西方戏剧截然不同。中国戏曲的虚拟
化、程式化，写意的表演风格等，都不断刷
新着海外观众的观演经验。‘五腔共和’的
川剧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我们要立足
川剧本体，为海外观众原汁原味地呈现川
剧之美，让观众知道何为正宗的川剧艺
术。”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在立足本体守
正的同时，沈铁梅也强调川剧艺术的传承
创新。《李亚仙》正是经典川剧“老戏新探”
的杰作，该剧在原著故事基础上，以悲剧
取代了大团圆，强化了艺术效果；在传统
声腔艺术之中糅合了徒歌、和声等表现方
式，古老的川剧旋律由此具有了现代感，
愈发悦耳动听。

成渝双城组CP
交流合作助推川渝文化名片“出圈”

“说实话，这次《李亚仙》赴港演出，我
个人觉得一大新意在于，这是近20来年，
成渝两地的川剧名家首次以联袂主演的
形式完成的文化交流，也是成渝之间对川
剧创新和发展新模式的有益探索。”当代
中国川剧改革先锋派人物、著名川剧表演
艺术家、戏曲导演田蔓莎告诉记者，虽然
现在成渝两地行政分开，但两地的川剧艺
术同根同源，以更开放的心态团结发展，
才能让剧种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著名戏剧家、被誉为“巴蜀鬼才”的魏
明伦也认为，某种程度上说，《李亚仙》开
了新时期川剧的先河，“铁梅是当代川剧
领军人物，王超是以小生戏见长的表演艺
术家，以成渝双城组CP的形式让他们二位
同台对戏，实现了两地川剧艺术的交流碰
撞，也生动体现了川剧剧种的开放包容。”

事实上，本次赴港演出，正是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文艺先行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指导下“走出去”的。“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背景下，两地文艺工
作者不断深化合作，演绎出一道道靓丽风
景。”重庆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成渝
这对“西南双子星”首次以川剧CP的形
式，以文化人，以艺通心，也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文化协同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入圈’是时代的新机遇，‘出圈’是
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这几年，沈铁梅一
直在思考川剧如何才能更好“出圈”。在
她和团队努力下，重庆市川剧院在保留川
剧传统艺术基因的同时，吸收国际艺术流
行因素，以国际主流艺术推介合作方式推
介川剧，让重庆川剧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
作为两地共有的文化名片，川剧显然正在
迎来新机遇。“新时代的川剧要出人、出
戏、出观众。”沈铁梅说，川剧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代表，是中国戏曲艺术宝库里的
一朵奇葩，是川渝人民同创共享的地方剧
种，在打造双城经济圈、建设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的盛举中，两地川剧人情感共鸣、
旋律共振，势必进一步推动川剧“出圈”，
走得更远。

《李亚仙》赴港首秀受追捧

川渝名家携手助力川剧更好“出圈”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5月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推进会暨革命文化融入思政
课教学研讨会上获悉，我市确定了首批
重庆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重点建设
共同体10个、试点建设共同体15个，为
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搭建起
重要平台。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指将大
学、中学和小学的思想政治课程统一起
来，建立一套“三位一体”的思政素质教
育体系，以达到相互衔接、互相融合的
目的。按照教育部相关要求，一体化建
设的主要目标是达到“七个一”：形成一
套工作机制，孵化一批品牌活动，打造
一批示范“金课”，产出一批优质课程资
源，形成一批高水平教研成果，提供一批
高质量智库咨政报告，培养一支优秀师
资队伍。

在去年底教育部办公厅公布的全国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名
单中，我市以西南大学为牵头高校，包括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渝中区教委、沙
坪坝区教委、北碚区教委、重庆市第一中
学、重庆市南开中学、西南大学附属中
学、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中心、重庆市人
民小学、西南大学附属小学等12家成员
单位，组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
体”建设单位，成为“国字号”品牌。

据悉，去年以来，各单位在推进“一
体化”建设工作中积极探索，例如西南大
学牵头北碚区教委、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等单位，召开推进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学观摩暨专
题教研会；市教科院与渝中区教委召开
以本土红色资源研发“大思政课”教学资
源包教师工作坊推进会；西南政法大学
和渝北区教委牵头重庆八中等单位，搭
建一体化建设创新性、研究性工作平台；
重庆一中整合高校资源，加强大中小学
思政贯通培养，并通过“党建思政双创”

“德育思政共进”，促进思政课程融合；南开中学“王小鸥名师
工作室”举办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论坛等。

接下来，我市将全力打造由西南大学牵头组建的国家级“共
同体”，充分发挥名校优师的带动作用，通过常态化开展教材研
究、教学研讨、教师培训，以及邻学段、同学段、跨学段相互听课、
集体备课等共建活动，形成师师共研、生生共学、课程共建、资源
共享、结对共进的良好局面，努力建成学习共同体、学术共同体、
育人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同时，建好市级重点建设“共同体”
和试点建设“共同体”，开展思政课教材、教师、教学等一体化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擦亮一体化建设的“渝字号”名片。

另据了解，为深化成渝两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协同育人，
两地拟成立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共同
体，共同打造在全国
具有创新性、辨识度、
影响力的“大思政课”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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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志峰

5月5日，重庆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进会暨革
命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研讨会在西南大学举行。国家教材委
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材研究院院长韩
震教授建议，要坚持大中小学纵向贯穿、循序渐进，各类课程
横向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原则，确保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课教
材的政治性、科学性、时代性、可读性，做到不同学段有机衔
接，不同学科相互配合，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回答时代之问。”在作《推进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意义与路径》主题报告时，韩震开门见山
地指出，当前，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时代背景是如何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那么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须从大处着
眼：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指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思想
政治课程统一起来，建立一套“三位一体”的思政素质教育体
系，以达到相互衔接、互相融合的目的。那么如何推动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韩震表示，首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做到精神实质上保持一致性、一体化，但
是不同学段要有机衔接、不同学科要相互配合。”

其次，要坚持问题导向，要回答并指导解决实效性问题、
针对性问题、简单重复问题。第三，要坚持有机论思想。根据
大中小学学生年龄差别，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学生成长和
育人规律，循序渐进、有机展开，做到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如何整体规划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课程目标？韩震给出详
细具体的建议：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高中阶段重在提
升政治素养；初中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引导学生把党、祖
国、人民装在心中；小学阶段重在启蒙道德情感，引导学生形
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的情感，具有做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美好愿望。

“此外，我们还要遵循学生认知规律来设计课程内容，体
现不同学段特点。”韩震提出，研究生阶段重在开展探究性学
习，本专科阶段重在开展理论性学习，高中阶段重在开展常识
性学习，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
蒙性学习。

韩震建议，接下来，要在课程标准和教材建设方面加强顶
层设计，建立健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相
互交流研修的机制。同时，建立健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一体化备课的示范性机制，让不同学段的教师能够相
互学习、相互启迪。

如何推进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

专家建议：遵循学生认知规律来设计
课程内容，体现不同学段特点

重庆市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共同体组建情况

扫一扫 就看到

【新闻延伸】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刘一叶

拥抱科技影视，点亮数字未来。5月
5日，以“科影融合·数创未来”为主题的中
国电影科创峰会暨第十四届中国电影科
技论坛在永川区开幕。来自全国影视行
业各领域的800多位嘉宾齐聚永川，共话
科技影视与人才发展，为永川建设“中国
科技影视城”建言献策。

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
数字制作工作委员会会长江海洋说，未来
的电影将借助虚拟现实的技术，将艺术

“想法”与数字算法高度融合，借助大银幕
的魅力，创造出全新的视觉“真实”。

在峰会中，嘉宾们围绕“科技影视”蓬
勃发展，碰撞思想火花，凝聚发展共识。

“数字技术的使用让电影制作变得更
加精准、便捷，降低了专业技术部门的入行
门槛，大量有活力、有想法创作者的加入让
我的职业生涯增加了许多‘危机感’。”刘寅
是《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摄影指导，他说自
己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各种先
进的技术手段，以让自己不被“淘汰”。

“通过《流浪地球》《我和我的家乡》
《金刚川》《外太空的莫扎特》等电影，我们
进行了密集的高新科技的应用与积累。
技术与美学是影像的表现形式，服务于电
影的叙事抒情，不可以喧宾夺主，让形式
大于内容。”刘寅说，通过虚拟拍摄等技
术，影像创作突破了传统物理空间限制，
提高了影片制作质量和进度，给影像创作
带来更多可能性。

中影电影数字制作基地副总经理马
平说：“《流浪地球1》片尾字幕，出现了很
多国外虚拟摄制团队，而到了《流浪地球
2》基本以本土虚拟摄制团队为主，这是本
土电影制作能力快速提升的表现。”

1905电影网董事长李玮表示：“作为
电影工作者，我们将不断总结科技对中国

电影国际传播的影响和挑战，推动中国电
影行业不断探索新技术，积极拥抱变化，
提升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同时鼓励行业
人才加强科技素养，为中国电影行业的发
展尽一分力量。”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资源，围绕如
何培养科技影视人才，提升人才素养，与
会嘉宾也展开热烈讨论。

厦门大学业界名家刘晓春说：“懂技
术、懂艺术，又有电影感觉的复合型人才
太欠缺了。培养数字化时代的电影技术
人才，是当务之急。”

许多嘉宾谈到，要在电影技术快速迭
代的时代，保持学习心态。“对电影人而
言，终身学习很重要。我们要致力于攻克
技术瓶颈，推动电影科技创新和自立自

强。”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
刘达说。

江海洋表示，2万平方米的“永川科技
片场”，18万名的永川职教人才，同时，永
川还有“营商环境最优区”的服务保障，这
构建起了“科技、人才、服务”一体化的产
业生态平台，这将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电
影行业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对和产业链企业的
深度合作非常重视，每一年有1000多名
学生到永川的达瓦等企业实习，这对我们
的专业课程有很大的补充。”重庆传媒职
业学院校长柳卫东说，期待永川科技片场
的启幕，将集聚更多相关企业，进一步繁
荣重庆影视产业，让更多青年学子在影视
舞台实现梦想。

“推动电影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
中国电影科创峰会暨第十四届中国电影科技论坛在永川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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