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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推动重庆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
程咨询行业必不可少。

所谓工程咨询，即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工程技术和经济、法律、管理
知识，发挥决策顾问和过程咨询的
作用，为项目投资决策、资金筹措与
建设运营提供智力服务。

中咨工程有限公司是国内工程
咨询行业的头部企业，进入重庆市
场以来，这家央企开展了哪些探索，
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征程中，它将如
何发挥更大作用，如何打造出更多
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国际影响力的标
志性成果？近日，本报专访了中咨
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翟和明。

工程咨询行业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大
有可为

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
及重庆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工程咨询
行业将从哪些方面进行促进？

答：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及重庆的市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客观
上存在不少短板。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些偏远地
区，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
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方
面，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仍存在不少
结构性矛盾，导致部分区域发展不协
调。这需要加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如何在保障经济
增长的同时，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短板，我认为工程咨询
行业大有可为。第一，对基础设施项
目进行全面规划和咨询，确保资源有
效利用。工程咨询行业可以从项目
初期开始介入，协助政府和企业进行
项目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以及项目
管理，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和
效益。

第二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工

程咨询行业可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
专业的产业发展规划、政策研究等服
务，帮助区域内各发展主体发挥自身
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产业协同
发展。

第三，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支
持。工程咨询企业可以通过环境影
响评估、生态修复等技术手段，为政
府和企业提供环保解决方案，确保在
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促进创新与技术进步。工
程咨询行业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创
新指导，推动成渝地区产业升级，从
而增强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此
外，工程咨询行业可以借助国际先进
经验和技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新的思路和方法。

以重庆为原点，两大布
局深耕西南市场

问：作为中国工程咨询行业代表
性企业，中咨工程有限公司在战略
布局上，是如何考虑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和重庆市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

答：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交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起点，具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
与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

不过，目前，成渝地区综合实力
和竞争力仍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一
定的差距，在基础设施、城镇规模结
构、产业链分工协同、科技创新支撑
能力、城乡发展差距、生态环境保护、
民生保障等方面也还存在短板。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
在成渝地区加快形成双核驱动、全域
共兴的协同发展新格局，进一步缩小
与发达地区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创
造重大机遇。

立足重庆，放眼整个西南市场，
中咨工程有限公司主要是做了两个
布局：

一是核心部门布局，我们在重庆
设立了中咨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
司，派出老中青结合的领导班子，以
重庆辐射四川、云南等西南片区，积
极发挥现代服务业效能，坚持以建设

“国家高端智库和世界一流咨询机
构”战略为指引，以前期咨询为抓手，
重点布局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板块，
充分发挥在产业规划、大型项目前期
策划、投融资咨询，以及产业导入等
方面的独特优势智库作用，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二是核心团队布局，我们将公司
的第一个全过程工程咨询冠名团队
放在了中咨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
司，目前该团队在西南区域正在执行
两个大型“三甲”医院全过程工程咨
询，其中的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
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在渝项目曾创下“西南
第一”

问：中咨工程有限公司进入重庆
市场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什
么？这种成果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创
新方法或理论？换言之，公司在重庆
的探索，能给整个工程咨询行业带来
怎样的启示？

答：一是以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为切入点，引领带动城市更
新改造，繁荣新业态新模式、拓展文
化生活新空间、塑造城市文明新形
象。例如，我们参与咨询的大渡口老
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进入了
国家发改委全国经验推广名单，也是
此次入围的唯一西南城市。

二是推动了综合治理及绿色产
业转型EOD项目，以生态环境为导
向的开发模式，让治理和开发并行，
将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矿区生态保
护修复、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绿色产
业发展四位一体融合发展。这方面
的案例，例如綦江区全国重点采煤沉
陷区综合治理及绿色产业转型EOD
项目。

三是深度参与城市更新项目。
以“城市体检”推动“城市更新”，致力
于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活力，改
善人居环境。围绕中央预算内专项
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项
目贷款等方面，我们在重庆市渝中
区、南岸区、北碚区、大渡口区等多个
地区为30余项城市更新项目提供全
过程的咨询服务。

四是在重庆已承接了多个具有
代表性的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如重
庆市第五人民医院迁建工程全过程
工程咨询项目等。中咨工程有限公
司在业内较早提出并实践了以项目

管理作为统筹模块的“1+X”的全过
程工程咨询模式，打破项目决策阶
段、实施阶段及运营阶段之间的隔
阂，畅通各专业咨询模块之间的信息
渠道，更好地实现项目各项建设目
标，为项目建设增值。

将进一步扩大在渝业
务规模

问：为更好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以及重庆的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中咨工程有限公司有何新的
打算和业务计划？

答：工程咨询行业应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优势，践行国家战略部署，积
极投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
动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

一是在项目投资决策阶段做好
参谋角色，优化建设方案，防范投资
风险，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提高投
资效益。

二是在区域规划、产业规划和投
融资方面提供咨询服务。中咨工程
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实践，在这个领
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是保证工程进度、质量和安
全，从严把控项目投资，提高建设效
益，切实做好工程项目建设的科学管
理，发挥自身优势，为地区建设做出
贡献。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中咨工程有
限公司将继续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担当，持续发
挥智库作用，深耕全过程工程咨询领
域，提供优质的项目建设全寿命周期
服务，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项目
建设的增值赋能，以实际行动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重庆的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为此，我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
打算和计划：

一是适度扩容，我们将紧跟区域
建设项目业务体量，逐步充实西南地
区人才队伍，扩容人员规模，增加高
水平人才比例，以满足区域建设需
求。

二是提档升级，我们将通过“总
部赋能”“产学研”结合等方式，进一
步提升”顾问团“能力水平，围绕共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推动实现“六
个能级”大幅跃升，助力尽快结出更
多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
标志性建设成果。

我们相信，随着中央对重庆发展
支持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央企会
和我们一样，在渝扩大业务规模，以实
际行动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相信重庆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周静
图片由中咨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提供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效果图）

团结湖大数据智能产业园（效果图）

中咨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助力打造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川剧、曲艺、歌舞剧、杂技屡获国家级、市级大奖，演出常态化，叫好又叫座——

万州传统文艺繁荣秘诀何在
□本报记者 韩毅

万川毕汇，平湖飞歌。5月28日，
夜幕降临，万州南浦剧场，灯火璀璨，热
闹非凡。

台上，四川竹琴、金钱板、川东清
音、川东盘子、四川扬琴、谐剧、车灯等
曲艺轮番上演，时而激越高亢，时而婉
转抒情；台下，观众座无虚席，掌声欢呼
声不断。

这是万州近年来演出常态化的一
个缩影，在天生城剧场、复兴剧场、三峡
歌舞团剧场、金狮剧院等地，观众能欣
赏到川剧、杂技、歌舞剧等精彩节目，最
多一天可“刷”到四五部剧。

时下传统戏曲式微，甚至有“十演
九亏”的说法。而在城镇常住人口100
万的万州，为何传统文艺演出如此频
繁、市场如此繁荣？连日来，重庆日报
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四团同城”
全国同级别城市少有

高峡平湖、钟楼碑亭，生旦净末诉
说千古情长……走进万州，其繁荣的传
统文艺演出令人惊叹：

在古色古香的南浦剧场，热烈的掌
声与悠扬的唱腔交织。“只要有空，我每
周都会来这里听戏，都成习惯了。”戏迷
熊兴国称，这里每周末都有演出，对观
众免费开放；节目也是常演常新，让他
们的文化获得感满满。

“这一演出是我们在全市率先‘整
合政府、市场、社会三种资源’进行的
常态化惠民演出，且一演就是6年多。”
承担该演出项目的三峡曲艺团团长何
菊芳称。该演出为三峡曲艺“周周
演”，于2017年启动，旨在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
文化与商贸、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提
升万州的城市文化格调与精神内涵。

在万州天生城剧场，每周末有川
剧、杂技、曲艺等演出；在金狮剧院，少
儿杂技秀《奇幻森林》等剧目天天演；在
三峡歌舞团剧场，各类文艺演出一年超
过200场。

值得一提的是，万州还有两个新演
出项目即将上马。“目前，我们的复兴剧
场装修已经进入尾声，预计本月内正式
对观众开放，将开展川剧常态化演出。”

万州川剧团团长谭继琼称。
三峡歌舞剧团团长蒲庆云表示，

目前，他们以长江三峡历史文化为背
景打造的大型情景歌舞剧《川江号子
情》已完成创排和试演，将进行常态化
的旅游驻场演出，全景展现川江流域
的历史底蕴、沧桑变化、人文精神和时
代风采。

“目前，我们是全市拥有专业艺术
院团最多的区县，也是我市唯一拥有川
剧、曲艺、歌舞剧、杂技四个成建制、具
有独立编导演能力专业文艺院团的区
县，被称为‘四团同城’，这在全国同级
别城市中也不多见。”万州区文化旅游
委党委书记、主任黄方国称。

渐入佳境
屡获国家级、市级大奖

万州历来文风炽盛，早在清代，川
剧便传入万州，竹琴、评书也开始流
行。抗战时期，京剧票友组织剧社，活
动盛极一时。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
郭沫若领导的孩子剧团以及40年代的

抗敌演剧九队曾活跃在万州舞台上，
其间著名戏剧家曹禺、陈白尘、郑君里
等都曾为万州播下戏剧艺术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后，万州各类艺术团体
和演出活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形成了
5个川剧团、6个文工团、1个京剧团、1
个杂技团、1个曲艺团的格局。

2003年，万州创排的话剧《移民金
大花》，掀起了万州文艺走向全国的序
幕。随后，万州各文艺院团相继创排上
演《三峡人家》《鸣凤》《白露为霜》《回
归》《梦回三峡》《薪火》和《峡江月》等舞
台剧，屡获国家级、市级大奖。

其中，《移民金大花》获第十届全国
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优秀戏剧奖，入
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
目（全国精品30强）；《三峡人家》荣获第
十三届“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第六届全
国优秀话剧剧目展演二等奖，入选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全国
精品10强）；《白露为霜》入选“国家艺术
基金2015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项目”，荣获重庆市
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薪火》入选“全国脱贫攻坚题材舞
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等。

此外，谭继琼、何菊芳先后荣获中
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万州
还被评为“中国曲艺之乡”。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还专门到
万州召开研讨会，剖析这一文化现象。”
万州区文化旅游委二级巡视员熊刚称。

自2018年起，万州更是连续成功举
办多届世界大河歌会。来自俄罗斯、美
国、爱尔兰、墨西哥、意大利等多个国家
的艺术家们，在万州以歌会友、以歌促
旅、以歌兴文，进一步促进了万州文化艺
术的繁荣发展。

展望未来
多出大戏大剧优作优品

毋庸讳言，随着多元化的文艺市场
格局形成，观众已被大量分流。在传统
戏剧普遍“日子并不好过”的大背景下，

“区区”万州为何传统文艺演出如此火
爆，拥有一片业界广泛认同的繁荣？

“在一般人眼里，这确实难以想

象。”但在熊刚看来，万州成功的背后，
折射的是一种艰苦创业、接续奋斗的拼
搏精神；不甘平庸、敢于争先的创新精
神；担当作为、众志成城的协作精神。

具体而言，首先是万州区委、区政
府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把舞台
艺术创作摆在重要位置，将其作为繁荣
地方文化，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其次，万州不断深化改革、开拓创
新，对有一定市场运营能力和经验的三
峡歌舞剧团、三峡杂技艺术团实行“事
转企”改革，鼓励轻装上阵，灵活机制，
开拓市场；划转三峡川剧团、三峡曲艺
团为非遗保护传承中心，在做好非遗项
目保护传承的同时，积极创排舞台艺术
剧目和曲艺节目参加全国性演出和专
业艺术大赛，相继获得全国大奖。

最后，植根大地、立足原创，组织创
作人员深度挖掘丰厚的巴渝文化、三峡
文化、抗战文化、移民文化等；从关注重
大历史大事件到从平凡小事、草根人物
中寻找亮点典型，创作出一批又一批接
地气、带露珠、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此

外，精益求精、精耕细作，坚持开门办
戏，走出了一条本地院团与国内戏剧专
家联手创排的路子，使戏剧作品更经得
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这是原创方
言话剧《薪火》里大学生村官田景秀的台
词。在万州著名艺术家谭华波看来，这
也是万州文艺繁荣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成
因，即万州文艺人对戏剧的热爱和坚守。

未来，万州传统文艺如何再创辉煌？
黄方国表示，万州将以“建成三峡文

化高地”为目标，开展主题文艺精品创
作，多出大戏大剧优作优品；利用旅行
社、游轮、剧场等载体，呈现中国曲艺之
乡、万州文艺的新魅力；培育文化消费习
惯，转变市民生活方式，逐步将优质公共
文化资源有效转化为文化产业；将竹琴、
金钱板、川剧等非遗转化为文创产品；加
强景区、园区、公园等地的文化植入工作，
持续开展演艺进景区、曲艺上游轮、曲艺
周周演；创新策划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
游节、世界大河歌会、三峡江滩音乐季、
三峡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等活动，进一
步叫响万州文化品牌。

万州川剧团在表演川剧变脸。 三峡曲艺团在南浦剧场表演曲艺。 三峡歌舞剧团在表演歌舞剧。 三峡杂技艺术团演员在训练。

特约摄影 冉孟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