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重庆新闻 4CHONGQING DAILY

2024年6月 18日 星期二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丁龙

青山脉脉，绿水悠悠。近
日，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联
合涪陵区检察院、涪陵区农业
农村委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示范点开展集中增殖放
流活动。碧波中，30万余尾花
鲢、白鲢等“控藻鱼”欢腾畅游，
成为长江流域水质的“清道
夫”。

长江“十年禁渔”是推动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
障。涪陵区法院自觉担起“上游
责任”，于2022年5月联合多单
位在涪陵区战备码头建立长江
流域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示范点，
作为辖区环境资源案件实施增
殖放流司法生态修复的固定平
台。

以此平台为依托，涪陵区法
院对涉长江水域的重点案件实
行“一案一会商一方案”，并组建

由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渔政
执法人员、渔业专家等人员组成
的生态修复团队，完善事前报
备、事中监管、事后巡查等增殖
放流机制，不断推动增殖放流活
动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

涪陵区法院李渡人民法庭
庭长李信梅说：“在增殖放流活
动中，我们科学选定鱼类放流的
最佳时间、区域和鱼种，重点选
取可控制藻类密度、改善浮游动
物群落的‘控藻鱼’投放长江，实
现以渔护水、以渔养水、以渔治
水。”

自该示范点建立以来，涪陵
区法院已联合川渝两地法院、检
察院等单位开展集中增殖放流
活动4次，向长江放流84万余
尾“控藻鱼”鱼苗，不断修复和改
善长江水域生态环境。

刘湘 邹艳艳

涪陵：联合向长江放流84万余尾“控藻鱼”鱼苗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6月16日，西南大学科研人员在
三峡库区长江一级支流汤溪河云阳段，监
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
5尾，以及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评定为极度濒危物种（CR）鳤2尾。这也
是科研人员首次在汤溪河水域监测到这
两个物种。

长江鲟又名达氏鲟，主要分布在长
江中、上游的干支流，是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有“水中大熊猫”之称，此前受多
重因素影响，长江鲟种群资源严重衰退，
早在1988年就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1998年被列入中国濒危动
物红皮书。鳤的野外种群在20世纪末
也大量衰退，很多产区已10年没有该物
种的活动记录，曾一度被认为区域性灭
绝。

此次监测到的5尾长江鲟全长48
厘米至 92 厘米，体长 38 厘米至 73 厘
米，体重1990克至4350克，体呈梭形，
头呈楔形，盖有菱形骨片，体背部和侧
面呈灰褐色，背部也有菱形骨片。2尾
鳤平均全长29.6厘米，平均体长25.1厘
米，体重144克，体呈圆筒状、细长，背
鳍与臀鳍的基部为黄色，胸、腹鳍为红
色，尾鳍后缘为黑色。科研人员在测量
完基础生物学数据后，对其进行健康检
查，确保无伤后，由渔政人员将其放归
原水域。

西南大学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

测团队科研人员高宣介绍，自6月8日开
展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
调查工作以来，团队在澎溪河和汤溪河流

域共发现30余种鱼类，除上述两类物种
外，还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3
尾、岩原鲤2尾。这表明随着长江十年禁

渔和增殖放流等相关工作的开展，汤溪河
物种多样性以及资源量正进入一个良性
发展阶段。

长江鲟和鳤首次现身三峡库区支流汤溪河云阳段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邱小雅 周盈

今年以来，“新中式”服饰火“出圈”：
生产端，工厂为赶制订单，“缝纫机踩冒烟
了”；销售端，服装卖场中经常能看到“新
中式”的身影。

短短半年客户增长约60%

这几个月，重庆市荣昌区易合纺织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秀英频繁往返于重庆和
成都之间：在重庆推进夏布生产；去成都
和打板师傅沟通讨论新款旗袍、汉服的设
计修改等问题。

“‘新中式’这波热度来得很猛，从去
年开始突然就红了。”黄秀英说，公司从
2016年开始做定制旗袍和汉服，受众一
般是40岁以上的消费者。随着“国潮”元
素被带火后，年轻人对这类服饰有了更大
的兴趣。

“从去年开始，我们基本上都是生产
改良旗袍、休闲旗袍，以及融入了新潮元
素的汉服。”黄秀英说，比如把旗袍领口改
低，将传统的荷花纹饰用渐变纹路代替，
用珍珠、琉璃来做盘扣，这些新元素颇受
年轻人喜欢。

黄秀英算了一笔账：一件衣服价格在
500元至1000元不等，从去年下半年到
现在，销售额已超百万元，公司门店也从
重庆开到了成都、江西等地。

“做‘新中式’我们还在投石问路的阶
段。”黄秀英说，公司还在设计新产品，将
国漫的元素和符号嫁接到旗袍和汉服上，
同时计划在服饰门店引入中式茶点等新
消费场景。

接住“新中式”这波“泼天富贵”的还
有在重庆经营了10多年的原创成衣定制
品牌“婵东方”。

2013年，韦婷婷创立了“婵东方”原

创成衣定制品牌，门店有300多平方米，
致力于打造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新中式原创服装品牌，将传统文化与东方
美学进行融合，传播东方美学，弘扬中国
文化。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来这儿定制
的客户大约增长了60%。”韦婷婷介绍，
店内的“新中式”服装主要分为适合日常
穿搭的“时尚中国”类，以及适合茶艺、抚
琴等传统文化场景的“自在禅服”类，价格
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关于消费者人群，韦婷婷也感受到明
显变化：“原来到我们店定制中式服装的
主要以35岁以上人群为主，从去年下半
年开始，二三十岁的年轻顾客明显增加。”

发货周期从60天缩至48小时

比起实体店，电商对“新中式”这波流
量感受来得更早一些。

“大概从2022年底开始，平均每个月
要产出4个款才能满足爆发式的需求。”

汉服设计品牌“织造司”设计师蔡晓彤说，
他们店在拼多多平台店铺SKU数（库存
量单位）已经突破3200个，问鼎女士汉服
店铺畅销榜。

“织造司”联合创始人李孟远回忆，早
期行业里，一条裙子下单后60天甚至更
久才能发货，而现在从业者大量涌入，产
业链也更加完善，做到48小时发货率的
达70%。

拼多多数据显示，近半年来，“新中
式”服饰成交量和活跃商家迎来爆发式增
长。

“如今，消费群不止90后、00后，30
岁以上高知女性群体也非常喜欢，其在店
铺马面裙购买人群中的占比接近50%。”
李孟远透露，现在甚至有六七十岁的阿姨
也会来店铺买“新中式”。

快手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快手电
商“新中式”风格商品订单量同比增长
700%，其中汉服品类订单量同比增长近
300%，马面裙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0倍。

品牌化平民化是未来趋势

“服装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新中式’
服饰兴起的原因在于其所代表的文化传
承和民族自信。”在重庆市宏观经济研究
院宏观经济大数据实验室副主任夏梁颖
看来，“新中式”风格既符合当代时尚审美
标准，又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带
动了“新中式”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中国纺织业联合会数据显示：2023
年，“新中式”服饰市场规模已达10亿元
级别，近3年来相关产品商品交易总额增
速超100%。

重庆本土服装品牌如何抓住这一市
场机遇？

夏梁颖认为，重庆本土服装品牌企业
需要加大在“新中式”服装领域的研发投
入和人才引进、培育力度，以中国文化、川
渝文化为底蕴捕捉设计元素，结合年轻人
穿戴喜好和特色需求，增强企业自主产品
研发能力、原创设计能力，提升品牌的文
化属性、时尚度、实用性。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新中式”
服饰依然任重道远。

“行业爆发式增长，肯定会出现鱼龙混
杂的情况，并且‘新中式’有一定门槛，需要
文化积淀。”重庆工商大学应用经济系主任
李然建议，商家应注重产品质量，避免盲目
追求数量和热度而忽视产品质量。只有高
质量的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口
碑，“新中式”服装的本质是传统文化在新
时代的表达，因此商家在设计和生产过程
中应尊重传统文化，从中汲取灵感和力
量，而不是简单地复制或模仿，“品牌化、
平民化是‘新中式’服装市场不可避免的
趋势，商家应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品牌知
名度和美誉度，打造有特色的民族品牌。”

“新中式”服饰火“出圈”“国潮”起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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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20年里，忠县忠州街道东坡
路社区专职网格员刘先和有过三
次选择：第一次是经营自己10来
个门店挣钱，还是缩减业务当楼
长；第二次是搬到中心城区一家
人团聚，还是独自留在忠县当网
格员；第三次是调解纠纷被误伤
后，是借此离去，还是继续干下
去。

三次，刘先和都选择了服务群
众。6月15日，刘先和告诉记者，
他从不后悔这样的选择，因为自己
的工作带给楼院邻居安全与和谐，
是挣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第一次选择
将生意做小，把楼院管好

刘先和今年50岁，家住东坡
路社区巴王路39号楼院。楼院建
成于2004年，有7栋商住两用楼
房，共有居民132户约300人、商
户150家。

“当时，楼院采取自治管理。”
东坡路社区负责人介绍，楼院先后
经历了两任楼长，热心助人的刘先
和被选为楼管会委员。后来，两任
楼长一个去世、一个辞职，楼院处
于无人管护的状况，“刘先和平时
就主动协调解决纠纷、参与志愿服
务、维护公共设施等，深受居民好
评，大家有意选他担任楼长。”

刘先和也有过接任楼长的想
法。但他经营着近十个服装、鞋类
门店，担心自己经常外出进货，不
能履行好楼长职责。那时，刘先和
的父亲刘光友还健在，他回到老家
向其袒露内心深处的矛盾。

刘光友是退休干部，也是一名
共产党员，是乡邻公认的“大好
人”：其曾利用荒地培育柚子苗无
偿赠送给村民；哪里路不平、桥受
损毁总会主动去修补，雨天还披着
蓑衣、穿着雨靴守在漫水桥边扶行
人过桥；村民间发生纠纷，他会出
面协调劝阻，甚至还用自家田地去
平息纠纷……

“钱都挣得完吗？”刘光友给儿
子建议，“将生意做小，把楼院管
好！”

就这样，刘先和走马上任。楼
长工作的确繁琐复杂，刘先和无法
做到经商、管楼两不误。他将大部
分门店托管给人，仅留下一家自
营。虽然收入减少了，但服务居民
的时间更多了。

第二次选择
小家很重要，大家更需要

巴王路39号楼院地处县城闹
市区，流动人口多，人员往来情况
复杂。许多居民反映家中时常被
盗。

刘先和上任后，动员居民筹
资，买来监控设备和门禁系统设
施。为节省搬运费，他跑进跑出，
一个人将材料搬进楼院。此后，楼
院再未发生被盗情况。

楼栋楼梯护栏锈蚀严重，存在
安全隐患，刘先和又购来材料、请
来焊工，将铁护栏换成不锈钢管栏
杆。

“负一楼菜市场污水横流，他
还跳进化粪池清掏污物……”39
号楼院的居民提起刘先和赞不绝
口。2018年，刘先和被社区确定
为巴王路37号、39号两栋楼院的

专职网格员，2021年又被推荐当
选为忠县政协委员。

但很快，刘先和又面临一次选
择。娃娃在中心城区就业后，一家
人买房搬到了中心城区。但居民
们碰到问题，仍会打电话向他求
助。无法远程解决的，刘先和立即
驾车赶回忠县，从不考虑花费油钱
和过路费，哪怕只是“鸡毛蒜皮”的
小事。

很多时候，当事人过意不去，
执意要给刘先和车马费。每次，他
都拒绝了。但次数多了，刘先和也
觉得对不住楼院居民，是自己搬家
才给工作带来不便。

“往返跑，既辛苦又耽搁时间，
还花钱。”家人提议，刘先和服务楼
院10多年了，也得把小家照顾好，
建议他辞掉楼长。

家人一番话，让刘先和意识
到，网格员不住在楼院，政协委员
不在群众身边，这是不在工作状态
啊。

他一下子有了主意：干脆独自
住在忠县，这样才能高效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几年来，正因为扎根楼院，刘
先和先后撰写了《关于排除忠州城
区临街门市风貌区脱落铝塑板的
建议》《关于在忠州老城区设置
ATM机的建议》等10多条社情民
意信息和提案，推动了问题的解
决。

2022年，刘先和被县里评为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2023年又被评为优秀政协委员。
他说：“小家很重要，但大家更需
要。”

第三次选择
小伤吓不倒，唯愿邻里好

在很多人眼里，专职网格员就
是进楼入户走访打卡，负责社情民
意上传下达，楼院里修修补补、邻
里间当“和事佬”。

“哪有那么轻松容易哦。”刘先
和坦言，楼院里的家庭矛盾、邻里
不和、交易纠纷、物业问题等桩桩
件件都涉及各自的利益，“没得耐
心、缺少点子、差点公道，那是办不
好的。”

起早贪黑忙工作、缩减生意少
挣钱，甚至自掏腰包请纠纷双方吃
饭，这些都是刘先和的工作，家人
都能理解。但去年一天的凌晨4
点，刘先和因劝架被误伤了胸部，
住院半个月，这让家人再无法淡定
了。

家人劝他放弃这份工作。
“这些都是意外，又不是经常

发生。”刘先和反倒做起了家人的
思想工作，这份工作干了快20年，
经验越来越丰富，自己刚好50来
岁，正是发光发热的时候，怎么能
撂挑子走人呢，“小伤吓不倒，唯愿
邻里好。”

拗不过刘先和，家人只好默认
支持。最近一年来，刘先和办了几
件大事：将37号楼院外墙瓷砖脱
落情况逐级上报，最终争取到约
400万元的外墙排危工程，居民出
入再不怕天降瓷砖了；39号楼院
底楼化粪池十多年没清掏，不仅粪
水四溢污染环境，还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他反映后得以清掏、排畅；刘
先和对独居老人特别关心，还总结
出“早看窗帘、晚看灯”“敲敲门、拍
拍窗”等关爱经验。

一件件诉求得到解决、一项项
工程得以实施，一阵阵笑声在楼院
里传开。刘先和说，从不后悔这些
看似吃亏的选择，因为老百姓和谐
幸福就是最有价值的回报。

服务群众 从不后悔

专职网格员刘先和的三次选择

▶全长约90公
里的汤溪河。

▼长江鲟游向
汤溪河。

（本组图片由通
讯员谭启云摄/视觉
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周双双）2024“我爱重庆·精彩一
日”百万市民拍重庆暨重庆低空视觉联
盟首飞活动于6月18日零时拉开大幕。

活动以“重庆向新”为主题，摄影师
们将重点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新质生产力、数字重庆建设、城市更
新等内容展开拍摄，共同记录下重庆在
6月18日这一天的精彩瞬间，这是全
国规模最大的24小时主题拍摄盛事。

作为本报自主策划的品牌活动，
从 2017 年举办至今，“我爱重庆·精
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
影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了7届，不仅
在国内外摄影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更

逐渐成长为极具辨识度的大型城市
形象传播活动和公共文化 IP。每年
的6月18日这天，全市摄影家及广大
市民都积极参与这一群众性的文化
活动，用影像作品展现重庆的山水之
美、文化之美、历史之美。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百万市民拍重
庆主题摄影活动将新增“空中视角”。
在6月18日上午举办的启动仪式上，
由3架“新重庆号”直升机组成的重庆
日报空中融媒体中心将正式亮相。由

中共重庆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
公室指导，重庆日报发起的重庆低空视
觉联盟也将在活动现场进行首飞。

此外，重庆首个以视觉传播为主的
云上展览中心——视觉重庆云展中心
在活动当天也将正式上线，并同步开
展“我爱重庆·精彩一日”作品展、重庆
低空视觉联盟云上展览、“新重庆 潮
江北”大城大景影像作品展、“桥见重
庆”2024重庆全民影像寻访展4大云
上展览。

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今日举行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王瑞琳

今天，用镜头记录重庆。连续
8 年，未曾失约，“我爱重庆·精彩一
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
动再度启动。

须臾脉动，映照时代。从清晨到深
夜，从都市到村落，从空中到身边，重庆
在上演什么？人们在经历什么？6 月
18日，用你的目光与重庆深情对望，用
你的相机捕捉万千精彩。

在一次光影的全民约会里，最重要
的不是摄影技术，不是专业设备，而是
一次次观察家乡的视角，一颗颗认真感
受重庆的真心。无论是人海千面，还是
车流涌动，无论是轨道交通4号线的菜
筐，还是九龙坡区民主村的食堂……只
要你被触动，就请按下快门。

在自由摄影师陈林看来，这场活

动就像是“市民们送给这座城市的一
本集体相册”。翻阅这本相册，“既能
见证重庆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又能看
到平凡生活中的动人一刻”。把记录
的主动权交给普通人，将寻常的一瞬
间定格成不寻常，集体相册保留的亦
是集体记忆。

我们为何要留存这份集体记忆，
为何要一年一度地拍摄重庆？因为
重庆值得被记录，因为发展需要被
见证。那高低错落的楼、横跨江河
的桥，那爬坡过坎的人、生机勃勃的
城……独特、壮丽、积极、进步，当你我
用心观察这些图景，一定会找到一种热
爱重庆的缘由。

这种缘由，是她温柔的市井烟
火。摄影师唐明喜欢将镜头对准人的
生活，摆龙门阵的老大爷、老旧的菜市
场，都可以激发他的记录冲动。留影
这些“最真实、生动的画面”，成为他为
城市“写日记”的责任。人间烟火，永
远是创作的主题之一，更是山城的魅
力所在。

这种缘由，是她包容的文化气质。
繁忙的港口、秀丽的乡村、雨夜里的代
驾小哥、大礼堂外的翩翩起舞，都是市
民拍下的重庆一幕。重庆，本就如此多
彩，每一种生活都能在这里生根发芽，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能成为某个瞬间的
主角。

缘由不尽相同，情怀殊途同归。如
今，持续升级的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
影活动，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重
庆 IP。这背后，其实是人们在寻找感
动的途中收获了感动，在发掘美好的同
时成为了美好。要激发对城市的认同
感，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每个人亲自去感
受与思考。这些流转的影像，不仅组成
了城市记忆的集体相册，更构建了城市
形象的巨幅海报。

日复一日，故事向前，精彩不断。
今天，请留心你不曾留心的角落，请
多看一眼匆匆而过的人群，为重庆做
一名摄影师，用你的双眼，让重庆被
看见。

用镜头捕捉重庆的万千精彩用镜头捕捉重庆的万千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