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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去年推出 9.9 元套餐，

今年不断有价格更低的套

餐“隆重推出”；开张一两个

月，大门上就贴出“旺铺转

让”广告；某餐饮品类发展

势头不错，跨界企业一拥而

上，把蓝海“杀”成红海……

炎炎夏日，在重庆市众联餐

饮俱乐部成立 10 周年庆祝

活动分享环节，我市不少餐

饮企业负责人在谈到行业

“内卷”时，都带有“寒意”。

“目前，我们的会员单

位在寻找蓝海方面有了一

定的经验。”7月27日，众联

餐饮俱乐部主席陈德政表

示，“抱团”成为共识，“出

海”也被不少成员单位提上

议事日程。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7月20日、21日，重庆各免费博物
馆迎来取消预约后的首个双休日。从

“有约在先”到“不约而至”，观众认可吗？
7月22日，作为取消预约的一级

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公布了此前周
末两天的观众数据，平均每天有近万人
前往参观，人数相比过去增加了1/3。

在我市其他取消预约的免费博物
馆，参观人数大幅增加的情况也在上
演，包括重庆工业博物馆、巴蜀古代建
筑博物馆、巴南区博物馆、南岸区博物
馆等。

青少年“结伴而来”

暑假的博物馆，孩子们是常客。免
预约之后，孩子们成为这一措施的最大
受益者。

“原来我闹着要去博物馆，爸爸总
说周末预约不上，现在他可没‘借口’
了。”在重庆自然博物馆，专程从江北赶
来的王新博说起自己的经历时，有些得
意洋洋。

面对儿子王新博的“控诉”，王雨有
些哭笑不得。为了这次“说走就走”的
博物馆之旅，王雨做足了准备，提前了
解重庆自然博物馆各个展厅的情况，也
恶补了恐龙知识。参观中，他会先浏览
展板上的信息，再给孩子讲解，也会和
孩子一起操作互动设施，“亲身实践比
看书更能理解相应的知识。”

从渝北坐轨道交通到重庆自然博

物馆参观的周跃林和张宇峰都是初二
学生。他们表示，“学校布置了参观博
物馆的功课，我们听说博物馆不需要预
约了，就结伴来了。”

虽然没有家长的陪伴，但两个孩子
协作得很好，分头记录功课里要用到的
知识。“我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看多
久就看多久，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催我们
去下一个展厅了。”周跃林说，他们准备
全天都待在恐龙厅里看个够。

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高碧春说，在
免预约的首个周末，独自前来的青少年
明显增多，“他们大多三五成群，有着共
同的目标，可以称之为志同道合的博物
馆小爱好者。”

文博爱好者“说去就去”

对于文博爱好者来说，参观博物馆
是他们到一个城市旅游的重要目的。

从武汉来重庆旅游的张月林就是
代表之一。“出发之前，重庆还没有宣布
博物馆免预约，我刚到重庆就看到了这
个消息，感觉是重庆送给我的一份大
礼。”在重庆工业博物馆参观的张月林
说，为更好地参观重庆的各个博物馆，
她出发前还专门做了行程计划，“现在
这个计划完全用不上了，我可以在这个

博物馆里看个够再去下一个博物馆，不
用担心过了预约时间。”

从贵州带着家人来重庆旅游的方
华伟也对免预约赞不绝口：“逛完景点
再无缝对接附近的博物馆，不仅增长了
知识，也满足了家人不同的喜好。”

重庆取消博物馆预约，让博物馆成
了游客眼中的“热博博”，但支撑观众逛
馆热情的依然还是精品展览和活动。

市文化旅游委博物馆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重庆目前采取多种举措，将“热
博博”变为“香博博”：首先，鼓励免费博
物馆以联合办展、借展等方式，策划推
出高质量的原创性展览；其次，大力推
动博物馆从实体馆向数字馆转型，加快
建设“重庆云上博物馆”，拓展博物馆传
播渠道；再次，通过舞台表演、沉浸式体
验、虚拟展厅等文物活化新方式，增强
观众体验感。

此外，重庆各免费博物馆还将精心
组织策划传统节假日博物馆活动，丰富
青少年文化生活；加强文创产品开发，
推出更多具有巴渝文化辨识度的文创
产品。

文艺爱好者“打卡拍照”

除了青少年和文博爱好者，还有些

人大热天去博物馆并不需要特别的理
由。对他们来说，闲逛、拍照，博物馆的
空间最适合。

位于沙坪坝区的郭沫若纪念馆，这
两天迎来了比往日更多的观众。刚刚
开展的“米芾和他的时代”展览是吸引
观众的一个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馆
内古色古香的建筑。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博物馆”，除了
展讯和展品外，你往往还会看到一些精
心挑选过角度和构图的照片，这就是去
博物馆的另一个理由：打卡。

90后女生王雅特地换上一身黑
色的新中式外套，就为了和郭沫若纪
念馆的展厅环境相匹配。此前，她和
同伴在小红书上看到许多年轻人到
博物馆里拍中式大片，因此，就相约
周末到学校附近的郭沫若纪念馆看
展览、拍照。

在王雅还在挑选拍摄点位的时
候，穿着汉服的周悦已经在展厅里拍
了好几张照片了。“这里的建筑非常有
特色，像回到了百年前的重庆。”在周
悦看来，有特色的老建筑让人有穿越
时空的感觉，“我本来想到小众一点的
博物馆避开观展‘大部队’，没想到免
预约后，小众博物馆里的观众也多起
来了。”

从“有约在先”到“不约而至”

重庆各博物馆变身“香博博”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韩毅）7月29日，2024武陵文旅大
会在湖北咸丰开幕，同步举行了武陵山
文旅发展联盟第四次会员大会暨第七次
理事会，渝鄂湘黔川五省市文旅界齐聚
一堂，携手共绘大武陵文旅发展新蓝图，
推动武陵山片区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武陵山片区山水相连、人缘相亲、
经济相融、文化相通，是旅游资源富集、
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优良的区域旅
游目的地，更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
崛起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承载地。

2021年3月，武陵山文旅发展联
盟成立，当前联盟理事会成员单位增至
59家，覆盖大武陵山区域并融入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多
元协同、多维联动的文化旅游一体化协
同发展工作格局正加快形成。

今年，该联盟将努力完成5个方面
共15项重点工作任务，具体包括——

夯实区域合作底盘。健全完善联
盟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加强武陵文旅
推广中心、“又湘游”服务平台、一码游
贵州平台等服务平台运营管理，打造集
展示推广、交流洽谈、信息共享、互动体
验、数据采集等功能于一体的武陵山文
旅公共服务平台和对外形象窗口；聚焦
武陵山文旅宣传扩面提质，打造具有武
陵山区文旅特色的引爆点，构建文化旅
游对外宣传矩阵等。

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构建以“大交
通”为支撑的旅游发展格局，推动景区
景点串珠成线，提升武陵山区互联互通

便捷度；做实以“大主体”为龙头的旅游
发展引擎，实施武陵山片区文旅企业梯
度培育计划；推进以“大景区”为载体的
旅游发展示范，加快推进湖北咸丰坪坝
营、重庆酉阳龚滩、湖南湘西芙蓉镇等
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展旅游景区
品质提升行动，推动打造精品景区。

加快业态融合步伐。实施“文
旅+”行动，创新发展旅游新产品，推动

“文旅+体育”“文旅+教育”“文旅+康
养”“文旅+演出”等业态融合发展；携
手开展武陵山区域内文旅品牌互推互
送，推动区域内文旅品牌联袂“出圈”，
着力构建开放协作的武陵大旅游品牌；
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山地度假、沉浸式文
旅体验、健康养生、户外运动、研学活动、
茶旅融合示范等业态，打造具有浓郁区
域特色的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此外，联盟还将推进重点文物保护
利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推动文创产品创新发展，放大文化资源
效益；打造乡村旅游示范样板，推进乡
村文旅产业优化升级，优化旅游发展市
场环境，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该联盟还发布了“经典美景、回忆
一生——武陵四省精品纯玩八日游”

“武陵风云——恩渝连线品质休闲七日
游”“渝鄂相约——恩施重庆七日游”3
条精品旅游线路。这些线路涵盖葛洲
坝、恩施地心谷、恩施女儿城、唐崖土司
城、酉阳桃花源、武隆仙女山等知名景区
景点，是寻梦武陵源、相聚武陵山、共结
武陵缘的上佳选择。

渝鄂湘黔川共绘武陵文旅新图景
将打造武陵山文旅公共服务平台和对外形象窗口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每个月，云阳县盘龙街道旺龙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都会驾
驶一辆载着洗衣机的货车，为村里有
需要的老人提供“免费清洗、烘干晾
晒”的志愿服务。

旺龙村独居老人冉玖华说，志愿
者把洗衣机搬到家中来，解决了困扰
她已久的洗衣难题。

一批“红马甲”
解决服务群众“三道难题”

去年8月，旺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志愿者在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时，了
解到不少老人行动不便，家里又没有
洗衣机，无力清洗大件衣物。针对这
一情况，实践站主动成立一支“流动洗
衣志愿服务队”，每月定期上门为老人
免费清洗衣物。

“流动洗衣志愿服务队”是云阳县
成千上万志愿者的缩影，一大批穿着
红马甲的“流动洗衣人”“流动理发师”

“流动助浴人”活跃在3636平方公里土
地上，解决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什
么、怎么干、谁来干”三道难题。

五层架构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在云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场
馆，记者看到，两个数字化展厅是整个
中心最具科技感的存在，脚尖踩一踩
地面，云阳的千年历史便如年轮般展
开，手指点一点屏幕，全县重大里程碑
事件则会由AI机器人娓娓道来……除
了在技术上服务群众，云阳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的硬件设施也处处体现
着便民化设计理念。

文明实践加油站是云阳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场馆设置的一个“教
室”，里面设置了工作台、资料架、储物
柜，大屏幕等设施，用于满足群众举行
活动、开展议事、专题培训。在云阳

县，类似的场所还包括“理响书吧”“理
响舞台”“文明实践广场”，为群众和志
愿者提供学习和活动空间。

云阳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打通文明实践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该中心构建了“中心、分中心、
所、站、点”五层架构，分布在全县各
地。12万余名注册志愿者，以“点单、
派单、接单、评单”式服务精准对接群
众需求，2023年完成点单1.3万余单，
平均评分97.95分，推动文明实践活动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480多处宣讲角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云阳县云阳镇民强村，宣讲角小
黑板每天都会“上新”，提前预报实践活
动安排，广场“大喇叭”则早晚坚持播报
政策理论、生活小常识、村级事务等内
容，村民还会自编自演小品、三句半、歌
舞等节目。目前，该村宣讲角已开展宣
讲250余场次，受众2万余人次。

“像民强村一样的宣讲角，全县已
有480多处。”上述负责人说，在宣讲点
上，志愿者、百姓名嘴、村（社区）支部
书记等宣讲群体不讲“场合”、不拘“形
式”，轮番登台用大白话跟群众摆“理
论龙门阵”，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叫得响的品
牌活动正在形成影响力和辨识度。云
阳县委宣传部发动学校教师、媒体记
者、医护人员组成“磐下云虹”宣讲队，
结合工作经历，围绕政策理论和社会
民生开展宣讲活动；县图书馆利用丰
富的图书资源，推出“悦读·起跑线”亲
子绘本阅读活动，培养孩子的阅读习
惯，拉近孩子和家长的感情距离……

云阳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群众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参与者、受益
者。他们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过程中让文明风尚浸润人心，不断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云阳：

新时代文明实践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韩毅）近日，江津区2024年塘河古
镇非遗展示暨晚熟荔枝品鉴活动举行，
该活动以“原生民俗 荔香古镇”为主
题，推出一系列农文旅融合活动，助力
乡村振兴。

《塘河乡志》记载，塘河婚俗始于宋
代，兴盛于明代。如今，塘河婚俗已被
列为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浓
郁的渝、川、黔乡土风韵。活动期间，塘

河古镇除了展示传统婚俗，还推出传统
集市、孝善文化展示、荔乡展销、非遗民
俗演出（舞狮、过火焰山、猴子爬竿）等，
吸引游客驻足游玩。

据介绍，塘河古镇的荔枝种植历史
悠久，超过百年的荔枝树就有 30余
株。近年来，当地不断丰富荔枝种植品
种，种植有妃子笑、大红袍、红绣球、大
丁香等13个品种，今年预计产量超10
万斤。

塘河古镇举行非遗展示暨晚熟荔枝品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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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享环节，“难，很难”是不
少餐饮企业负责人频繁提及的词
语。

“去年一家火锅连锁企业推出了
9.9元套餐，大家以为这已经击穿底
价，没想到今年不断有更低价格的套
餐推出！”为餐饮企业提供火锅底料、
肥肠等原料的重庆千瑞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洵感叹，行业的“内卷”已

达到白热化程度。
“价格战”打响的同时，“群雄混

战”的局面也愈发激烈。重庆市小面
协会秘书长邹徐介绍，今年我市新开
小面门店上万家，其中不少老板是从
房地产等行业“跨界”而来。他们带
来不同行业思维的同时，进一步搅动
了重庆线下小面市场，在市场“蛋糕”
没有明显增大的情况下，让行业竞争

更加激烈。
重庆餐饮业的境遇只是全国餐

饮业的一个缩影。一边是消费者追
求更高的“性价比”，另一边是外来
者欲分一杯羹，让餐饮企业面临巨
大挑战。天眼查数据显示，去年全
国餐饮相关企业闭店数量达126.5
万家；今年仅上半年，这一数据已达
105.6万家。

身在美食之都，重庆餐饮如何破
局？抱团，成为不少餐饮企业的共识。

“现在，不少顾客希望用80元消
费到过去120元的菜品。”杨记隆府
创始人杨勇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餐
饮企业要盈利，一方面要在服务与环
境上有所创新，吸引顾客“复购”；另
一方面可通过连锁店扩大影响力、增
加采购端的话语权，以降低采购成

本，为顾客带来更高的“性价比”，从
而获得竞争优势。

重庆千瑞食品、馨田火锅油碟、重
庆佳仙食品等企业的负责人均表示，作
为餐饮供应链企业，自身也在通过不断
创新，提升品质、降低成本，与餐饮门店
类企业抱团，提供更具性价比的组合。

与此同时，不同品类的餐饮企业
也在探索组建“航母”闯市场。

8年前，联众俱乐部20家成员
单位入股成立公司，签约落户陕西省
安康市，共同运营“重庆美食街”项
目。“我们将美食街按重庆风格统一
打造，汇集了火锅、江湖菜、小面、小
吃等多个门类。”陈德政说，这种方式
比单个品类的单个餐饮企业更能经
受市场冲击。目前，该美食街已成为
安康较大规模的美食街之一。

“走出重庆天地宽”——一些企
业外出闯荡的成功经验，让不少企业
跃跃欲试。

“最初到西安开石锅川菜店，经
常接到当地顾客投诉：重庆名菜尖椒
鸡，一眼望去大部分是青椒；好不容
易找到一块肉，居然还有骨头！”重庆
九锅一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周建军讲起当年外出闯荡的故
事，让大家会心一笑。

后来，周建军对西安人的饮食习
惯进行研究，发现他们爱大块吃肉、
大口喝酒。经过一段时间研发，九锅
一堂推出了肉大块、没骨头、不麻辣
的酸菜鱼作为招牌菜，大受欢迎，成
为九锅一堂全国各连锁店的爆品，一

年能卖出100万份。
“外出闯荡好处多：做大品牌、扩

大影响、为研发提供新思路，让企业
竞争力长青。”周建军总结道。

据统计，全国的重庆火锅店数量
约有 20 万家，其中我市有 3 万余
家。“这意味着重庆火锅在重庆本地
的‘厮杀’更为激烈。既然如此，为啥
不走出去试一试呢？”为重庆餐饮企
业提供火锅底料等食材的椒个朋友
（重庆）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伟说，
该公司为不少“走出去”的重庆餐饮
连锁企业供货，这些企业大部分发展
得不错，如今公司的销售额有六七成
来自这些连锁企业。

“出海”则是不少企业负责人口

中的“热词”。目前，杨记隆府、重庆
老甘家等均表示有“出海”打算。陈
德政表示，通过144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抵渝的外国游客，为重庆美食拍摄
了大量高点击率视频，为重庆餐饮

“出海”做好了前期宣传。
重庆刘一手集团是我市最早探

索“出海”的餐饮企业，目前有70多
家海外门店。该集团总裁尹伊表
示，十多年实践表明，“出海”可以与

“抱团”结合。国外许多城市人口不
多，单一品类很难吸引到大量客
流。若火锅、江湖菜、小吃等集聚在
一起“抱团”发展，可在丰富美食品
类同时，为不同企业带来更多发展
机遇。

“内卷”时代 重庆餐饮如何破局
“抱团”成为共识，“出海”提上日程

很难 “价格战”白热化

抱团 组建“航母”闯市场

出海 做大品牌扩大影响

7月29日，位于忠县任家镇中河村
境内的渝万高铁任家镇隧道顺利贯
通。

这是继大塘沟隧道、三岔湾隧道
之后，渝万高铁站前3标段实现贯通的
第三座隧道。至此，渝万高铁站前3标
段隧道工程掘进施工完成约75%。

据了解，任家镇隧道位于忠县任
家镇中河村境内，隧道全长560米。隧
道建设中，中铁三局严格按照渝万铁
路公司“高标准、高质量，倾力建造西
南艰险山区生态铁路、精品工程”的总
体部署，确保隧道建设有条不紊推进。

通讯员 赵军 聂治彬 摄/视
觉重庆

渝万高铁任家镇隧道
顺利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