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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重庆市话剧院员工
萧钰早早来到魁星楼10楼上班。一
年前，他从成都理工大学表演专业
毕业，和老师同学们共同排演的毕
业大戏《红楼梦》在重庆市话剧院拾
楼戏剧空间上演。彼时，这个在成
都求学的重庆崽儿不会想到，自己
这么快就能回到家乡，从事戏剧教
育工作。

2019年初，重庆市话剧院与成
都理工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话剧
院成了成都理工表演专业学生的实
习基地，话剧院排演的剧目也会到
成都理工演出。

促成这种合作的，是成渝地区
长久以来的话剧交往。2016年，四
川人民艺术剧院、重庆市话剧团（现
为重庆市话剧院）、成都艺术剧院在
成都、重庆两地共同举办“川渝话剧
双城记——2016年演出季”活动。
为期60余天的活动中，成渝地区共
推出近20部品种丰富、各具特色的
作品，包括喜剧、音乐剧、悬疑剧、主
旋律剧等，活动直接、间接受众逾3
万人次。此后，“川渝话剧双城记”
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合作平台被保留
延续下来。

重庆市话剧院党总支书记、董
事长张剑认为，成渝地区各取所长、
互通互融，对戏剧人才的培养和戏
剧市场的培育都起到积极作用。四

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罗鸿亮也表达了同样
的看法，如今的“成渝国际戏剧双城
记”已经成为观众了解川渝两地优
秀作品的交流平台和前沿阵地。

尽管两地合作已经日趋成熟，
但成渝地区的专业院团始终在合作
中总结、提炼，再进步，源源不断地
助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张剑介绍，重庆市话剧院正与
四川人艺共同创作一出剧目，目前
已经完成了剧本创作。重庆市话剧
院也已经与成都、重庆的多所高校
达成合作，将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实
践、产教融合等多形式合作项目。

各取所长“双城记”越唱越响亮话剧篇

同绘具有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文旅画卷

川渝世界级美景渐次铺展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李晟 赵欣 周双双

“夜色阑珊、万家灯火、灿若星辰；跨江大桥、凌空飞架、气势恢

宏……”11月12日，上海游客张予曦和朋友飞抵成都，中午打卡了“玉

林路的尽头”，然后乘上高铁，1个小时后到达重庆。傍晚，她们便坐在

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取景地鹅岭二厂的一间咖啡屋里，欣赏着这

座山水都市的夜景，感叹不已。

一趟旅程，川渝同游，不是张予曦的新发现，去年就已有超1亿人

次选择这种方式。它已然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旅游产品

之一。

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川渝两地的重要任

务。

近年来，川渝两地勠力合作，在文化旅游的多个领域中，不断打

造和推出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品牌，让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在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风采交织共鸣中，以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

的身姿，款款走来！

时光穿越千年，古道连接巴蜀。
始于汉、成形于唐宋、兴盛于明清的
成渝古驿道，串联起川渝的云和月。
9月20日，以“成渝古道 行迹千年”
为主题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成渝古
道旅游线路”发布会在渝举行。

发布会上，一个个人文景点串联
拼接出一幅巴蜀文旅美景，“行走在
古道芳华之上，去收集千年古道的
文化记忆、探寻千年古道的历史遗
存 、寻 觅 千 年 古 道 的‘ 新 走
法’……”如此这般诗意描述的
旅游线路产品，很快就
吸引了一大批游
客的关注和购
买。

近年来，
川 渝 两 地 全

力推动文旅一体化发展，共同发起
成立川渝文旅企业联盟、巴蜀文化
旅游推广联盟、巴蜀世界遗产联盟
等专业化文旅合作联盟36个，签订
合作协议88份。

联动开展“川渝一家亲——景区
惠民游”“巴山蜀水迎新春”“旅游中
国看巴蜀”等活动，实施“百万门票互
送”“门票买一送一”等惠民措施，极
大地促进了两地文旅消费。联合推
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十大主题游产
品，共同培育“宽洪大量”“资足常乐”

“点石成金”等跨省市品牌组合，共绘
“最成都”“最重庆”的城市人文画
卷。如今，川渝两地已互为重要的旅
游目的地和客源地，每年互访游客超
过1亿人次。

下一步，川渝两地将携手共建世
界级旅游目的地，协同提升两大热门
旅游城市能级；大力提升入境旅游，
拓展两地互游规模；围绕“核心景
区+精品线路”，培育山水都市、壮美
三峡、遗产探秘等精品旅游线路20
条以上，丰富消费
业态场景，放大
川渝文旅整
体效应。

共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
囿。”这句在史料中存续了近两千年
的文字，是巴蜀文明同根同源的最
好诠释。携手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也成为川渝两地加快共建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的一项重要内容。

2020 年，川渝文旅部门签订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
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将
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巴蜀考古、石
窟文物保护展示等11个方面联动
协作，一起奏好“文物曲”，共同唱好

“双城记”。
11月12日，一件件近年来在重

庆发掘出土的文物，正在重庆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内打包等待装车，它
们将在11月底前往成都“出差”，与
四川近年来出土的文物共同亮相，
携手展示巴蜀文明进程的煌煌篇
章。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巴蜀文旅走廊建设之路上，两地

愈发密切的交流合作为川渝
文博事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
了强大力
量。

5月18日，在四川广安市博物
馆内，“乐在山水 同声共舞——川
渝地区乐舞文物展”拉开大幕，这场
展览集合川渝两地36家文博单位，
以142件文物勾勒出自周代至现代
三千余年间川渝两地乐舞文化的灿
烂画卷。而这正是由四川博物院、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12家川渝两
地博物馆共同倡议发起的“川渝博
物馆联盟”联手奉献给观众们的一
份巴蜀文明大礼。

重庆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说，
接下来，川渝两地还将共同开展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建立共享的革命
文物资源数据库，合作建设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共同开展石窟文物
保护展示，联合实施石窟寺及石
刻文物保护利用，加强重庆大
足石刻、四川安岳石刻等重点

石窟文物的研究交流，
提升两地石质
文物保护、研
究、修复水平。

共探巴蜀文明进程

川剧的味道，川渝人民最知道。
作为川渝两地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名
片，川剧发展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川渝两地川剧人一直在
交流、探索。以联合举办川剧节为代
表的一系列举措，就是其中重要实践。

2022年，川剧节首次走出四川，
落地重庆。这届川剧节以“唱响艺术
双城记，共谱川剧新华章”为主题，汇
聚了以沈铁梅、陈智林为代表的12位
川渝两地梅花奖演员以及数十位青年
新秀，《李亚仙》《草鞋县令》等剧目轮
番上演，美不胜收。在两地多个地标
同时上演的川剧广场舞《弄丑弄弄壮
共壮》更在社交平台出圈，名动全国。

2024年，第六届川剧节回归成

都举办，川渝两地27家川剧院团、专
业院校共演出41场33个精品力作；
86位青年川剧演员在比赛中激烈竞
技；“艺绘川剧”主题美术书法展集中
展示170余件川渝优秀作品，吸引现
场观众10万余人次。

“连续两届川剧节的成功举办，充
分展现了川剧艺术在川渝两地共荣共
生的大好局面。”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
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告诉记者，他在川
剧节中看到的是两地川剧人同心同德、
团结共荣的画面。中国剧协副主席、重
庆市文联主席沈铁梅表示，川剧节让两
地川剧互动加强，因为只有携手共进、
同舟共济，才能进步，才能让川剧艺术
真正实现新时代的振兴。

不仅如此，两地川剧人一直在探
索着深度合作。文华大奖剧目《江姐》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剧由沈铁梅
领衔的重庆市川剧院创排，总编导却
由四川省川剧院老艺术家任庭芳担
纲。对此任庭芳曾坦言：“交流起来，
老戏的根扎稳了，川剧才能走得远。”

9月1日，《四川省川剧保护传承
条例》与《重庆市川剧保护传承条例》
两项法案正式施行，从顶层设计到基
层探索，为川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
治保障。沈铁梅表示，保护传承好川
剧是川渝人民共同的期待，也是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文化自信的
题中之义。

携手实现新时代的振兴

棣华增映，花萼相辉。
11 月 11 日 ，“ 巴 蜀 新 视

界”——第三届川渝乡村振兴农民
画联展（巡展）在九龙坡区文化馆
举行，共展出川渝两地群众文化工
作者、民间文艺家以及农民画家的
作品60件。

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川渝两
地农民朋友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
生活、新风貌，以及乡村振兴带来
的新变化、新气象，吸引众多观众
前往参观。

本次联展正是川渝深化落实
川渝两地文旅战略合作协议、协同
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重
要举措，也是进一步促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文化艺术领域深度融
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钩沉美术史，川渝美术同源
同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

美协理事、重庆市美协副主席兼秘
书长魏东表示，自上世纪50年代
以来，川渝艺术家造就了中国美术
发展史上的3次高峰。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更是为两地艺术家
搭建了更加宽广的舞台，美术交流
更加频密、更加深入。

除了联手打造了一系列高规
格、高水准的展览、写生采风、笔
会研讨等活动外，重庆美术馆（重
庆画院）、四川美术馆等50家川
渝美术馆还发起成立了“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美术馆联盟”，推动
成渝地区艺术事业向更高层次发
展。

梁平、长寿、垫江、达川、邻水
等区（市、县）也成立了“明月山绿
色发展示范带川渝美术家联盟”，
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贡献文
艺力量。

花萼相辉 同源同行

携手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携手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文博篇

川剧篇

旅游篇

艺术篇

在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大
活动现场，沈铁梅、陈智林等川渝两
地川剧人同台演出。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2021 年 4 月 5 日，渝中区，话剧
《雾重庆》（重话 2021）在抗建堂首
演。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6月16日，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巨型雕塑《父亲》前人潮涌动。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2023 年 10 月 1 日，渝中区，众多
游客在十八梯观光游玩。

首席记者 龙帆 实习生 李
雨恒 摄/视觉重庆

西华师范大学团队来渝，对梁平
赤牛城关子门进行考古调查。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