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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便可以从高竹新区行
驶到重庆中心城区，道路通车后我们
回家方便多了！”

随着南北大道三期项目建成通
车，工作在川渝高竹新区的陈女士对
这条道路赞不绝口，现在她从公司回
到家的时间缩短了一半，真正实现了
成渝双城工作，同城交通。

与陈女士一样感同身受的还有住
在渝北空港工业园、江北国际机场等
地的居民们。过去，从川渝高竹新区
开车到这些地方，因地形、路况等原
因，50多公里的路程至少需要一个半

小时，两地之间一直存在着“近而不
快”的问题。今年4月，南北大道三期
项目实现正式通车，从川渝高竹新区
到重庆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缩短至30
分钟，同步将带动沿线千亿产值发展，
有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
深走实。

共建重大项目，是唱好新时代西

部“双城记”的有力抓手，也是川渝携
手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的重要引
擎。据悉，作为重庆主城首条延伸至
市域外的城市快速道路——南北大道
（三期）起于渝北区茨竹镇（南北大道
二期终点），止于邻水县高滩镇石马河
村，与省道208相接，全长9.97公里，
采用双向6车道设计，自通车以来，已

经成为连接川渝高竹新区至重庆中心
城区的主要通道之一。

“该项目的建设完工可提升区域
路网服务水平，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
平，将大幅降低高竹新区企业运输成
本，促进区域工业快速发展，预计年通
行车辆将达到550万辆次以上。”项目
建设方渝北城市更新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
据介绍，在项目建设中，渝北城市

更新公司积极发挥国企担当，按照既
定目标表抢工期，抓进度，立足主责主
业，圆满完成了该项目建设任务，为区
域道路交通完善、经济发展贡献国企
力量。

近年来，渝北区围绕“1小时周边，

30分钟主城、30分钟渝北、20分钟城
区”的发展目标，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
通，加大道路网络建设力度，强化对外
交通能力，建成以机场为核心、水陆空
轨多式联运的重庆交通枢纽。南北大
道三期的建成投用，打通了川渝发展
又一主通道，川渝路网服务水平进一
步改善。

未来，南北大道将持续促进川渝
两地人文经济、科技创新相互融合，
为川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动能。

杨晨 陈和平

30分钟直达川渝高竹新区 渝北南北大道三期让群众出行更便捷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近日，有市民向新重庆客户端“人民来
信”平台反映，自从国庆节前星光大道下穿道
通车后，每天早晚高峰星光大道堵车成了常
态，最拥堵时从重庆市人民医院到照母山立
交，短短两公里往往要开40分钟。该路段为
何会拥堵？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短短400米开了15分钟

星光大道是连接礼嘉与光电园的重要道
路，每天有不少家住礼嘉的市民选择这条路
上下班。同时，星光大道周边分布着众多楼
盘，如融创凡尔赛花园、龙湖舜山府、东原星
樾等，周边居民出行的交通需求较大。

10月24日上午8点15分，记者驾车来
到星光大道与星峰路交会的十字路口。此时
星光大道上已经非常拥堵，车辆行驶缓慢。

从星光大道与星峰路交会的十字路口，
到星光大道与肖家沟西支路交会的十字路
口，仅有约400米的距离。记者注意到，由于
受地形限制，星光大道在部分路段是双向六
车道，而在部分路段则变更为了双向四车道。

此外，星光大道与肖家沟西支路交会十
字路口的红灯每轮等待时间长约2分15秒，
绿灯时长仅不到30秒。加上只有两条车道
可以直行，因此有不少车辆选择通过左转车
道行驶到靠近红绿灯的位置，再变道加塞入

直行车道，更加剧了直行车道的堵塞。
因此，短短400米，记者等待了5个红绿

灯，耗时约15分钟才得以通过。

交通组织复杂或是拥堵原因之一

在通过星光大道与肖家沟西支路交会的
十字路口，记者注意到，除了从北面的来车
外，还有不少车辆从对向车道驶来，要在该十
字路口掉头前往光电园方向，这也加剧了星
光大道往光电园方向的拥堵程度。

在通过该十字路口后，记者继续沿着星
光大道往光电园方向行驶。在靠近融创凡尔
赛花园1期小区大门附近，星光大道与下穿
道的车辆汇流，5个车道的车辆通过红绿灯，
汇流成3个车道并进入星光隧道。为此，无

论是星光大道的车辆还是从下穿道驶来的车
辆，都被堵在此处等待红绿灯。经过数分钟
等待，记者终于通过红绿灯驶入星光隧道，时
间已是早上8点40分左右，而此时星光隧道
内并不拥堵，一路畅通。

随后记者驾车从光电园沿着星光大道往
重庆市人民医院行驶，经过龙湖舜山府1组
团附近的一个掉头匝道。在该匝道前后，都
有一个红绿灯，这两个间距约100米的红绿
灯，也加剧了道路拥堵。

记者发现，由于掉头匝道高峰期无法使
用，从星舜路驶来的车辆只能驶入星光大道，
并沿着星光大道向北行驶到与肖家沟西支路
交会的十字路口，在该十字路口掉头，从而导
致星光大道往北这一段道路拥堵。

市民提出7点优化建议

走访完现场后，记者来到周边小区了解
情况。在原星樾小区外的得力文具店负责人
何先生告诉记者，他于一年半前在此开起了
这家文具店。据他观察，每天早上7点半以
后，门店外的肖家沟西支路就会逐渐出现拥
堵，最严重时甚至要堵到肖家沟西支路与星
峰路交会的十字路口去，直到早上9点半以
后才会有所缓解。

随后，记者又联系上了向“人民来信”平台
反映情况的市民郑伟。郑伟告诉记者，他家住
星光大道旁的东原湖山樾小区，国庆前星光大
道下穿道尚未开通时，堵车还没有这么严重。

“国庆节后最堵的时候，我们小区的车直
接从星光大道与恒福路交会口堵到了车库里
面。”郑伟说，经过他多天的观察，他认为堵车
的原因一是车流量太大，二是部分交通信号
灯设置尚需优化，三就是交通组织复杂。

为此郑伟建议，一是在拥堵严重的路口
增设并线辅道；二是调整道路中央的绿化带，
拓宽道路；三是合理设置交通信号灯，调控车
流；四是增设高架桥，解决掉头车辆拥堵的问
题；五是优化凡尔赛领馆三期小区至星光大
道的下坡路；六是优化恒福路十字路口的车
道；七是加快周边公交站台建设，提升公交出
行的便利性。

此外，郑伟提到，从上周五开始，最近几
天交通拥堵的情况得到了缓解。走访中记者
也注意到，多个路口都有交巡警在指挥交通，
有的路口甚至有两名交巡警在同时指挥。

郑伟的建议是否可行？记者将与相关部
门联系，为缓解星光大道交通拥堵而努力。

市民反映星光大道每天早晚高峰拥堵
提出7点交通优化建议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你——耕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
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
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
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这是重庆垫江籍红岩英烈蓝蒂裕牺牲前在狱中写给儿子
蓝耕荒的一份遗嘱，一首饱含深情、充满期望的小诗——《示
儿》。

10月25日下午，80岁的蓝耕荒和两个妹妹蓝祝卉、蓝
晓萍，回到家乡，走进父亲生前工作的垫江县沙坪小学，在
父亲当年开展革命活动、教唱革命歌曲的同一地点，与师生
们同唱《示儿》歌曲。

76个字为后人指好前行的路

蓝蒂裕1916年出生于垫江县沙坪镇，是经典小说《红
岩》、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蓝胡子”的人物原型。他在青年
时参加救亡运动，曾担任《新华日报》发行人，暗中做党的交
通联络工作。1949年10月28日，他在重庆大坪从容就义，
年仅33岁。

蓝蒂裕曾在垫江县沙坪小学任教务主任，以教书作掩
护，在梁平、垫江边区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学
生演唱《兄妹开荒》《王大娘补缸》等进步歌曲。他留下的
《示儿》，不仅激励了无数的人，更是让自己的儿女坚定了要
继承父亲遗志的决心。

“我的名字‘耕荒’的含义就是父亲希望我以坚韧不拔
的奋斗精神，去进行革命的开垦，把祖国建成美丽的园林。”
蓝耕荒说，耕荒不仅是名字，更是父亲的革命志向。而《示
儿》的76个字，犹如76颗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激励他继
承父亲的遗愿，不断前行，一步不敢踩错、不敢松懈。

蓝耕荒继承父亲遗志，在军队和地方工作中都勇于贡
献。他还严格要求下一代：“你们是蓝蒂裕的后代，哪些该
做、哪些不该做，一定要清楚。”

采访中，蓝耕荒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们三兄妹和配偶都
是党员，下一辈的7个子女中，有4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音乐家将遗诗谱曲成歌

“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我的孩子……”当天下午，
在沙坪小学操场上，垫江县音乐家协会主席何光辉当起音
乐教师，现场教孩子们演唱《示儿》。

演唱过程中，孩子们全情投入。歌声如泣如诉，蓝耕荒
和蓝祝卉、蓝晓萍在旁认真聆听，不时轻声唱和。70余年
前，他们的父亲蓝蒂裕正是踩着同一片土地，挥着拳头，教
学生演唱革命歌曲。

这一幕仿佛时光穿越，让人潸然泪下、感动不已。
何光辉是这首《示儿》的作曲者，“《示儿》语言凝练，情

感真挚，短短76字，他没有抱怨自己的悲惨遭遇，只有儿女
情长和家国情怀。我每读一次就感动一次，常有一种想把
它写出来、唱出来、传下去的冲动。”今年“七一”前夕，何光
辉用半个多月时间谱写了这首歌曲，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革
命烈士的敬仰之情。《示儿》曲成后，何光辉又三次走进沙坪
小学客串音乐老师，让这首歌在校园传唱。

以这种特别的方式重温父亲的“绝笔家书”，蓝耕荒感慨
颇深：“亲爱的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
街的狼犬。请你们放心吧，今天的祖国，地更绿，天更蓝！”

一代一代传唱 要让红岩精神永流传

“耕荒爷爷，原来你就是《示儿》的主角，可以给我签个
名吗？”《示儿》歌唱罢，孩子们将蓝耕荒团团围住，9岁的谭
涵玥举起心爱的笔记本“追星”。

沙坪小学校长石庆介绍，学校秉承蓝蒂裕烈士“变秋天
为春天的精神”，以“寻红色足迹·励耕荒志向”为主题，建设
耕廉文化墙、耕荒文化长廊、耕荒荣誉墙、耕种植物园、耕耘
光荣榜、耕作体验坊、耕耘报告厅和蓝蒂裕烈士纪念馆等

“八个一”红色主题教育阵地，让红色基因走进校园，让师生
在追寻红色记忆中继承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

12岁的李欣怡是沙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是该校的
“红色宣讲员”之一，她对于蓝蒂裕和垫江的英雄故事非常
熟悉：“我还会教低年级的弟弟妹妹念这首诗、唱这首歌，大
家一起学英烈，当合格接班人。”

何光辉表示，在垫江县有关部门支持下，下一步计划将
《示儿》歌曲制作成MV，在垫江乃至更广阔的地域传播，让
红岩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目前，垫江县正打造“红耀丹乡”品牌，用红岩文化教育
人、影响人，努力打造红岩精神传承示范县。

蓝蒂裕烈士绝笔诗被谱曲成歌，烈士
遗属与家乡师生同唱《示儿》——

追寻红色记忆
继承优良传统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好开心看到重庆青年影展一路走来的
艰难足迹和精彩高光……”10月27日清晨，
著名电影制片人方励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
段话，表达自己三度参与重庆青年影展的感
受。10月23日第十一届重庆青年电影展开
幕当晚，方励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为青年学子
和电影人上了一堂电影公开课。方励说，重
庆青年电影展的成长可感可叹。

10月27日下午，第十一届重庆青年电
影展在UME影城落下帷幕，14项大奖花落
各家。当所有的奖项都颁完，重庆青年电影
展联合发起人丁钟将获奖者、颁奖嘉宾、评
委、志愿者等聚在一起，拍下了一张大合照。
就如同丁钟在本届重庆青年电影展开幕时所
说的那样：“在新的起点上奔向新的篇章。”

从最初由高校教师自发组织的民间电影
展，到如今成为西部地区颇具规模和影响力
的综合性、专业性电影展，重庆青年电影展已
日趋成熟。

资深电影人说——
短片有惊喜，长片有魅力

短片有惊喜，长片有魅力。这是饶曙光、
郑大圣、安晓芬、讲武生、黄米依5位主竞赛
单元终审评委对本届电影展的一致评价。

在终审评委、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
曙光看来，电影展是电影市场的有效补充。

“我们的电影需要多样化，需要更多年轻血液
加入，营造出有活力有动力的电影生态。”饶

曙光表示，从这一点来讲，重庆青年电影展
的探索很有意义。

“本届电影展的几部长片都各有亮点，我
甚至都想跟其中个别长片谈谈档期，让它们直
接走上大银幕与观众见面。”从重庆走出去的
电影人讲武生，谈及此次参与主竞赛单元的影
片赞不绝口。讲武生表示，目前重庆正在打造
影视之城，作为重庆电影人，自己也期待回到
家乡创作一部具有重庆辨识度的作品。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演员黄米依回忆
起自己与重庆的缘分：“我大学毕业后的第
一部作品就是在重庆拍的。”黄米依表示，
自己身边从事电影事业的朋友，都会关注
重庆青年电影展，这也是自己担任终审评
委和形象大使的重要原因。

黄米依特别提到本届青年电影展获最佳
导演奖的短片《契诃夫的枪》，赞叹这个片子
影像风格独特，以戏中戏、局中局串联起整个
故事，让她看得相当过瘾。

获奖者说——
要在重庆拍属于重庆的故事

在本届重庆青年电影展中，导演杨小蛮
凭借影片《拥抱》获得“扶垚计划”·特别表彰，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获得重庆青年电影展的肯

定和鼓励。
《拥抱》讲述了一位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母

亲因一起儿童伤害事件而陷入生活和心灵漩
涡的故事。“《拥抱》是在重庆拍摄的。能够两
次回到我的幸运之地，我感到很开心。”杨小
蛮说，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带着自己的作品通
过重庆青年电影展走到大家面前。

对于获得“扶垚计划”·特别表彰的短片
《明月夜》的作者来说，这个奖项的意义更加
非凡。《明月夜》是一部沪语电影，呈现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前后，两位上海普
通女性幺红与苏青之间的情感羁绊。“这是
《明月夜》获得的第一个奖项，我期待我的下
一部作品能够回到家乡拍摄，讲述家乡的故
事。”《明月夜》导演、编剧，重庆女孩杨雁茜畅
谈着自己的规划。

发起人说——
重庆电影的发力和腾飞指日可待

“本届电影展无论是筹备、执行还是观众
的观感，都比较圆满。”丁钟说，重庆青年电影
展诞生、发展的这些年，见证了无数作者从青
涩到成熟，从追梦到圆梦的过程。

“毋庸置疑的是，近年来，来重庆取景拍
摄的电影增多，本土创作力量崛起，重庆电影

产业发展非常火热。”丁钟表说，他深刻体会
到重庆电影已经迎来了新的春天，随着越来
越多的影视服务商齐聚重庆，重庆电影的发
力和腾飞指日可待。

丁钟透露，趁着东风，重庆青年电影展的
第二个十年已经有具体的规划。本届影展征
集了137部电影长片，已经具备一定的量级，
未来重庆青年电影展将通过增设奖项等措
施，吸引更多电影长片报名，促进电影展继续
从短片向长片迈进。

其次是重启项目创投大会。丁钟表示，
希望未来有机会将更多更好的项目带到投资
人面前，真正帮助一些有创意的青年导演实
现梦想。

“影迷和市民对于影展的热情甚至有些
超乎我的想象，尤其是今年，32场放映几乎
场场爆满。”丁钟说，未来将在影片多样化方
面下功夫，探索更多国别的电影作品，同时与
专业机构合作向海外推出国内优质作品。

第十一届重庆青年电影展落下帷幕，14项大奖花落各家——

年轻血液营造更有活力的电影生态

10月25日，垫江县沙坪小学，烈士遗属与师生们同唱
歌曲《示儿》。 记者 解小溪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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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渝中区解放碑，游客们正在体
验充满科技感的“未来重庆”。

据了解，渝中区新打造的数字都市文旅项
目——重庆 2088 未来之旅，已开始试营业。
该项目占地6000平方米，是一座大型微缩主
题乐园。其内容通过数字科技手段把本土风
光与未来故事相融合，将60年后科技感十足
的重庆“呈现”在观众眼前。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渝中区打造数字都市文旅项目

穿越到“60年后的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