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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嬢嬢，请问川西村啷个走哦？”
“前面一直走再右拐……这不是林

家儿子吗？好几年没回来了吧？渔米
路是新修的，难怪你找不到路。”

2月7日，阔别家乡6年的梁平区
礼让镇川西村村民林中岱刚进村就被
人看了“笑话”。“一路走来，水清岸绿，
又是音乐公路，又是休闲碧道，就跟景
区一样，和以前大不一样。”林中岱说，
回家后听父母讲才知道，渔米路于
2020年11月通车，由于环境优美，现
在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

2020年，渔米路入选“全国十大最
美农村路”，是川西村重点打造的旅游
景点之一；2022年，“川西渔村”成功创
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川西村是其主
体部分。

“如今，村里每年接待游客超10万
人次。”川西村党支部书记何继龙说，这
些荣誉是全村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自觉保护环境
乡村越来越美

2月8日中午，吃完团年饭，川西村
村民彭治翠就着手清扫门前的鞭炮皮
子。“不赶紧扫了，风一吹弄得到处都是，
影响美观。”彭治翠把鞭炮皮子投进村里
设置的垃圾桶里，并顺手捡起了公路边
的垃圾，这些垃圾会由专人负责运走。

2018年以来，川西村全力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整治了主要公
路、河流沿线可视范围内以及农户房前
屋后（庭院）的环境卫生，完善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的收运处理体系。

何继龙介绍，村内还实施了乡村治
理积分制和清单制管理，开展美丽庭院
评选、设置环境卫生光荣榜等，鼓励村
民在公路、院坝边见空施绿，引导村民
主动创建美丽家园；并组建了一支12
人的专业保洁队伍清理公共区域垃圾。

“种点花花草草显得家里更有生
机，看起来也美观。”彭治翠说，现在大
家都很自觉地打理门前的绿植，看到路
边的垃圾也会主动捡起来。

如今，村中家家户户门前总能见到

各类绿植，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村
内公共区域也几乎看不见垃圾。

“人人都自觉保护环境，成为全村
环境整体提升的源动力。”何继龙说。

多业态发展
拉动乡村经济

站在川西村观景台上远远看去，鱼
塘星罗棋布，宽阔的柏油路畅通无阻，
道路两旁民居干净整洁，白墙青瓦竹篱
笆，令人赏心悦目；近看龙溪河静静流
过福拱桥，清风拂波，白鹭、水鸭不时从
水面掠过。

“小桥、流水、人家，这儿的风景像
画儿一样，耍起安逸。”听说川西村风景
好，王琳专门带着家人从梁平区仁贤镇

赶来游玩。
“近年来，村子融合渔、农、旅产业，

打造了渔业养殖观光区、豆筋制作体验
区、稻渔人家、渔米路、游客中心、龙溪
河公园等景点和设施，集渔业养殖繁
育、渔文化展示、水产教学科研、技术培
训、休闲观光等功能于一体。”何继龙
说，为方便游客观赏，村里还打造了观
景台、景观浮桥、休闲漫道。

“每天有300余人到这里游玩。”何
继龙表示，接下来计划打造更多娱乐设
施，完善商业配套，进一步拉动乡村经
济发展。

景区改造升级
吸引更多人来游玩

随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如今，
愿意回川西村常住的人也渐渐多了起
来，村民赖鑫就是其中之一。

2023年年初，赖鑫从深圳回到川
西村。“一回家我就被村里的新变化震
惊了，村里修得跟城市公园一样漂亮，
自然清新，非常宜居。”赖鑫说，尽管他
已在城里买了房，但还是想经常回村
住。

“以后赚了钱，再把老房子翻修一
下，我也想多回来住住！”村民林中岱也
有同样的想法，他说，现在村子变了样，
走到哪儿都有新鲜感，相信以后会越来
越好。

“近几年回村常住的有近200人。”
何继龙说，接下来将对景区进行改造升
级，大力发展农家乐、民宿等，增强盈利
能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更多人
来村里游玩。

梁平区礼让镇川西村：

乡村变景区，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李晟）在非遗大师的指导下，捏
一条中国龙、做一个五彩风车、剪一
个喜庆窗花……2月10日，大年初
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邀请到包括
剪纸、面塑、木版年画、手工羽毛毽等
在内的非遗大师，走进博物馆，手把
手传授非遗技艺，和观众们一起过传
统非遗年。

据悉，这场以非遗集市为主题的
“龙舞中华 乐在重博”2024年新春
主题文化活动，于大年初一至大年初
六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
到4点，在三峡博物馆大门前平台举
行。

大年初一早上，在春日暖阳下，
三峡博物馆门外排起了等待参观的
游客，长长的队伍从博物馆门口，一
直排到了大礼堂的牌坊下。

上午10点，来自重庆各地的非
遗传承人，正式在博物馆门口“开
摊”，他们中最远的一位，是从梁平赶
来的木版年画第六代传承人徐家辉。

为了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
能更好感受龙年到来的喜庆，徐家辉
专程带来了自己雕刻的龙宝福字。

在木版上涂上墨汁，将洒金的红
纸铺上用擦子来回一刮，一张独具龙
年特色的福字，就出炉了。

最让观众们喜欢的是面塑技
艺。在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
面塑”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谭先华和陈
子霞的摊位前，围满了等待学习捏面
人的游客。

在这里，游客不仅能买一个自己
喜欢的面塑作品，还能在两位非遗大
师的指导下，亲手用彩面捏出一条中
国龙。

能看能玩儿的非遗集市，成为了
博物馆的一大亮点。来自湖北的小
观众张林华说：“在博物馆里过春节，
我觉得特别有趣！你看，我捏了一条
龙，让它祝大家新年快乐，龙腾虎
跃！”

来自海南的圆圆妈妈说：“今天，
我和家人一起在三峡博物馆赏文物、
知年俗、品年味儿，过了一个特别又
热闹的龙年！”

博物馆里捏面人 游客体验非遗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赵欣）“头戴金冠双翅飘，脑后斜
插凤翎毛，身穿锁子连环靠，外套一
件锦战袍，左挂弯弓秋月样，右插琅
牙箭几条，上马如鹰下马鹞，一枝花
稳坐马鞍桥。”舞台中央，穆桂英全身
披挂亮相，一段定场诗酣畅淋漓，吸
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

2月10日，甲辰龙年正月初一，
下午两点，重庆市川剧艺术中心大
剧场，大幕戏《穆桂英招亲》精彩开
演。

作为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市川剧
院特别打造的戏曲文化大餐开幕大
戏，《穆桂英招亲》吸引了众多戏迷。
曲折又不失诙谐欢乐的剧情让戏迷
们大饱眼福。

据介绍，川剧《穆桂英招亲》源自
人们耳熟能详的杨家将故事中“大破
天门阵”一段。现场起承转合，丝丝

入扣，高潮不断。
“演员们都各有特色，唱做俱佳，

整场戏很精彩！”家住南岸区的老戏
迷汪国平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听说
川剧院天天都有好戏，我很高兴。过
年看看戏，年味也更浓了。”

“ 今年是龙年 ，以‘ 龙 time
no see’为主题，结合广大戏迷的

观演爱好，我们安排了大幕戏与折子
戏交替上演，春节期间即将上演的所
有剧目均为传统戏，亦庄亦谐，寓教
于乐。”市川剧院副院长徐超介绍，除
了《穆桂英招亲》外，接下来还有喜剧
折子戏专场、《“四美图”折子精粹》专
场、大幕戏《乔老爷奇遇》等演出跟戏
迷见面。

川剧院里看大戏 戏迷大饱眼福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春节是每一个家庭温馨团聚的时
刻，年货是新春佳节绝对的“主角”。2
月8日，走进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商圈，
各大商场、百货、超市挤满购买年货的
市民，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大
街小巷充满浓浓的年味。

为迎接新春佳节，当前，我市各区
县纷纷烹制各具特色的“新春大餐”，让
广大市民和游客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幸
福，开启新年新生活。

沙坪坝区启动“迎龙接百福·乐购
沙坪坝”2024年迎春购物消费节活动，
活动持续时间将贯穿整个春节假期，并
根据消费特点，策划内容丰富的促销活
动。除了新世纪凯瑞商都、重百、王府
井百货等大型商场的优惠促销外，活动
还组织了年味十足的冰糖葫芦、画糖
人、棉花糖等民俗手艺进行现场制作，

还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星光市集，营造
消费氛围。

九龙坡区各大餐饮企业开展“放心
年夜饭、光盘文明餐”行动，围绕“安全、
节俭、热情”目标，开展诚信经营宣传，
鼓励餐饮企业建立点餐员制度，实行

“N-1”点菜制，主动提供剩菜打包服
务，指导餐饮协会发出诚信经营和规范
市场秩序倡议书。

“现在在外面吃饭不仅有‘透明
厨房’，还能现场给商家‘打分’，让消
费者吃得健康又放心。”在南岸区龙
门浩老街某中餐厅用餐后，市民李阳

欣喜地发现，商圈里吃完饭就能立马
给餐馆进行评价，好吃不好吃顾客说
了算。

春节期间，南岸区持续督促指导吃
住购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和员工增强服
务意识，始终以顾客为中心，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和水平，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消
费体验。

比如，南岸区在龙门浩老街开展
旅游休闲街区服务质量“领跑者”评价
活动，并设置了“沃土质量驿站龙门浩
老街站”，对商户的服务质量进行监
管，同时还可接待游客的各项投诉，让

游客有个维权渠道。此外，南岸区各
大型商业综合体在服务台或显眼位置
公示了投诉电话，可无偿提供雨伞、婴
儿车、基础药品等爱心用品，并保证商
品质量、明码标价、提供完善的售后服
务等。

渝北区则开启“御临风物”迎新消
费节，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份新春大礼
包。各类年货、特产，在这里可一站集
齐、一站买够；渝北、云阳的文旅资源，
也在此一一展示。活动深受市民和游
客的青睐，大家纷纷挑选商品，订购年
货。

重庆各地烹制各具特色的“新春大餐”
为市民提供更好消费体验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郭晓静

“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情，但我会一如既往地照顾他们。”在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颁奖典
礼上，张吉莲用最朴实的语言描述自己
的愿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人
带来温暖和希望。

一个6口之家，4位长辈都有不同
程度的智力障碍……在永川区仙龙镇
粉店村，没有法定赡养义务的张吉莲，
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看护家中4位智障
老人的重任。

张吉莲家中的4位老人分别是80
岁的二叔张炳华、77岁的三叔张召南、
66岁的幺叔张高才，以及78岁的婆婆
关银芳。其中，二叔、幺叔和婆婆都有
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二叔尤为严重，
经常大小便失禁，婆婆则伴有严重的腿
部残疾，走路只能一点一点往前挪移。
三叔是症状最轻的，但前些年又落下腰
椎损伤的顽疾。

每天清晨5点30分，张吉莲就得
起床，借着白炽灯昏暗的亮光，把猪食
倒进槽内。随后，她拿着镰刀、背着背
篼，把一群山羊牵到了河岸浅滩草丛处
拴好。很快，她又折返回来，为圈养的
鸡鸭喂食。麻利地清扫完屋内屋外后，
把准备好的早餐端到桌上。为婆婆洗
漱穿戴好，清理完二叔留在地上的污秽
物后，张吉莲会招呼一家人赶紧吃早
饭。遇到赶场天，张吉莲会到场镇给老
人们买一些面包、饼干等零食，时不时
还会称条鱼或是买点肉回来给一家人

“打牙祭”。
上午时分，张吉莲会将迈着“碎花

步”的婆婆牵到室外，定期为婆婆修剪
指甲，清洗被褥。忙活了一大阵，张吉

莲又开始张罗起一家人的午饭。
下午是张吉莲和丈夫樊时德干农

活的时间。在地里忙碌了一下午，张吉
莲又会赶回来准备一家人的晚饭。晚
上8点后，张吉莲会将几位老人安顿上
床，为老人们准备好第二天的衣物，关
灯睡觉。

这是张吉莲日常的一天，也是她
16年来的每一天。

2022 年 12月下旬，二叔赶场走
失。找寻好半天，张吉莲急得直落泪。
当村干部用车将二叔送回来时，张吉莲
心头悬着的石头才落了地，她擦干泪水
马上为老人清洗满身污秽物。再往前，
三叔肠绞痛动手术，在医院治疗了大半
个月，张吉莲一边守护三叔，一边照顾
家中。

张吉莲16年的悉心付出，让知情
者赞不绝口，纷纷用“难能可贵”称赞
她。对此，张吉莲一次次轻描淡写地用

“分内之事”予以回应。

为4位智障老人撑起“一片天”的“好女儿”张吉莲：

努力给家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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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大年初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门外的非遗集市上，非遗大
师们和游客一起体验非遗技艺，感受传统中国年。 记者 李晟 摄/视觉重庆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张吉莲。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树行业新风 展重庆形象”——春节迎宾文明行动 满意在商铺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欢乐
吉祥，喜气洋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2月 9日 20点
如约与海内外受众相见。晚会通过

“思想+艺术+技术”融合传播，用平
实、喜庆、优美的表达，汇聚过去一年
的收获与感动，在欢声笑语中为人们
呈上一道振奋人心、情真意切的“文化
大餐”。

总台龙年春晚境内新媒体端实时
直播收视用户规模和收视次数均创新
记录。截至2月9日24时，总台龙年春
晚直播用户规模为6.79亿人；直播收
视次数15.01 亿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12.69%。“竖屏看春晚”直播播放量4.2
亿次，较去年同时段提升57.58%。直
播用户人数达2.5亿人，较去年同时段
提升37.97%。春晚社交媒体话题讨论
量达 160.52 亿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59.48%。春晚合作项目互动总人次
521亿次。

海外传播量创新高。CGTN（中
国国际电视台）英语、西班牙语、法语、
阿拉伯语、俄语频道和68种语言对外
新媒体平台，联动来自美国、英国、法
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巴西、澳大
利亚、印度、阿联酋、新加坡、南非等全
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多家媒
体对春晚进行同步直播和报道，获全
球阅读量超过6.49亿，视频观看量2.1
亿。央视网海外社交平台直播播放量
为 6044 万次，较去年同时段提升
46.77%。“海外千屏”闪耀五洲，49个
国家、90座城市的3000余块公共大
屏直播和宣介总台春晚，全球受众在
喜庆红火的年味中感受中国春节、中
华文化的隽永魅力。

（新华社记者）

央视春晚社交媒体话题讨论量达160.52亿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59.48%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
示，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
现 利 润 11566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30.9%，两年平均增长14.5%；营业收
入利润率为8.93%，比上年提高1.55个
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末，规模以
上文化企业资产总计196200亿元，比
上年末增长7.6%；每百元资产实现营
业收入为68.3元，增加0.8元。

新动能不断释放，文化新业态行业
带动效应明显。2023年，文化新业态
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

业 收 入 52395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5.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7.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
张鹏表示，2023年，文化新业态行业
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
长的贡献率为70.9%。其中，可穿戴
智能文化设备制造、数字出版、多媒体
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
网搜索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
制造、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6个行业
小类营业收入增速较快，分别为
24.0%、21.6%、19.4%、19.3%、17.9%
和16.5%。

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利润增长30.9%

2月10日，卡塔尔队球员阿克拉姆·阿菲夫（左）与约旦队球员伊赫桑·哈达德
在比赛中拼抢。当日，在卡塔尔卢赛尔体育场举行的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卡塔尔队
3比1战胜约旦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男足亚洲杯 卡塔尔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