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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崔曜）2月25日，市城市管理局
发布《公园里的春天——2025年重庆
市城市公园春季赏花指南》（以下简称

《赏花指南》）。《赏花指南》涵盖全市
41个区县（含两江新区、高新区、万盛
经开区）共168个公园455处集中赏
花点。为市民提供了详尽的春季赏花
攻略。

打开《赏花指南》，市民可以轻松
查阅到我市2月至5月间，包括红梅、
樱花、美人梅、红叶李、山茶花、桃花、
海棠等共约40个开花植物种类的赏

花信息。这份指南还详细介绍了赏花
品种和最佳观赏期，以及导航地址、周
边停车位等相关服务信息。

据介绍，春季赏花时段，全市城市

公园将组织举办近40项丰富多彩的
体验活动。比如重庆动物园的爱鸟周
科普活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科普活
动，南山植物园的植物寻宝赛、国风游

园活动，重庆园博园的“春和景明、悦
享园博时光”主题活动、非遗文创集市
等活动。市民不仅能看花赏花，还可
以沉浸式体验山城浪漫花季，在春潮
花海中感受园林文化的艺术魅力。

今年的《赏花指南》增加了城市公
园赏花点位、城市公园特色活动，突出
人与花的互动。例如，大渡口心湖公
园的花花好市，江北铁山坪森林公园
的森林马拉松赛、城市山径赛，忠县白
公生态文化公园的诗词比赛、文化进
万家等。

为更好服务市民，今年重庆将着
重提升城市公园服务功能，活化城市
边角空间，推动一批城市公园更新提
质改造，深入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积极推进“渝园畅游”应用建设，完善
智慧导览、引入数字化设施增强服务
体验，实现公园高效运营和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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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你知道吗？重庆城也有一座“凯旋
门”。虽然它的名字让人陌生，但许多老
重庆人，都曾在这座“门洞”下穿行于渝
中半岛的上下半城之间。它就是位于渝
中区凯旋路之上的凯旋路旱拱桥。

2月25日，来自渝中区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队的消息称，凯旋路旱拱桥已
被纳入新发现文物线索。目前工作人员
正在对其进行现场勘测，后续将持续开
展相关调查登记工作。

它是重庆中心城区“第一旱拱桥”

说起这座老重庆人经常穿行却又不
知其名的旱拱桥，渝中区“四普”调查队
相关负责人说，它其实已经建成83年了。

凯旋路旱拱桥位于南纪门街道凯旋
路社区联升巷11号，在它身旁，就是重
庆城非常有名的凯旋路。凯旋路靠北端
有一段长约200米的陡坡，为解决地形
高差，在陡坡地段修建了一段高石堡坎
和一座大型石拱旱桥，旱桥长75米，宽
11米，9孔，每孔跨度6米。凯旋路旱拱
桥由青条石砌筑，桥身整体形象朴实厚
重，拱券与桥墩部分浑然一体，没有明显
线脚。

整座旱拱桥共架设9个拱洞，自西
向东第四个拱正对人行阶梯，该拱前后
贯通，其下是连接较场口与下半城储奇
门地区的185步石梯的云梯街，因其像
一座跨于梯上的城门，被百姓们称为“凯
旋门”。旱拱桥的上部是正常的马路，下
部则由几个拱洞相连，主拱洞如今主要
作为人行通道，剩余部分拱洞已经被封
闭。

渝中区“四普”调查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凯旋路旱拱桥是重庆抗战时期
第一次扩城的缩影，是这一时期的重
要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其独特的建筑构造，路桥结合的建筑
技艺，使其被誉为重庆中心城区“第一
旱拱桥”，对现代路桥建设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如今，凯旋路在现代城市交通中仍
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凯旋门”及“云梯
街”也成为城市旅游打卡景点之一，具有
一定的社会价值。

桥洞下曾是市民最爱的歇脚处

虽然凯旋路旱拱桥声名不显，但老
重庆人只要说起它“脚下”的云梯街，就
有摆不完的龙门阵。

家住渝中区解放西路的李方然说，
这座桥洞曾经是他小时候最爱的歇脚之
处。“我小时候还没有凯旋路电梯，如果
要步行前往上半城，最快的方式就是爬
上云梯街那一坡看上去就头晕的长石
梯。”李方然说，他至今都还记得，儿时和
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就是比赛
看谁能最快爬上这坡梯坎，“我们的比赛
终点，就在那个桥洞下面。”

随着凯旋路电梯建成，云梯街和旱
拱桥的交通作用渐渐弱化，宛若城门的
桥洞下，穿行的人流骤减。但随着重庆
旅游越来越火爆，如今的旱拱桥和云梯
街，再次迎来了“春天”。“来重庆旅游，怎
么可能不来感受一下重庆城的爬坡上坎
呢？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云梯街后专门
来挑战的。”成都游客王雅琳说，当她来
到云梯街的第一步梯坎前时，就被层层
叠叠的石梯震惊了。

邀请市民提供更多文物线索

作为重庆母城的渝中区，还藏着多
少鲜为人知的“宝贝”？渝中区“四普”调
查队再次发出征集令，邀请市民积极向
文物部门提供渝中区范围内新发现文物
的线索。

据渝中区“四普”调查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国情国力
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历史
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是我国文化
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工作。

随着“四普”实地复查工作的圆满完
成，渝中区实地调查工作重点转入新发
现文物调查。根据渝中区不可移动文物
资源特点，重点征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文物线索，做到“应普尽普”“应保尽保”。

哪些文物在此次线索征集的范围之
中？该负责人表示，不仅包括地上、地
下，征集范围还包括水下的新发现不可
移动文物。文物类型则涵盖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
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

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线索提供者应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情况描
述，包括新发现文物的名称、年代、详细
地址等。

“四普”发现新文物线索

渝中区藏着一座“凯旋门”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周芳

不用一颗铁钉，全靠榫卯和竹钉，
12岁的男孩建起“迷你版”土家吊脚
楼！近日，邹君杰用熟练的技艺和独特
创意搭建“迷你”吊脚楼的视频在网络上
传播，被众多网友点赞，并被多家央媒转
发。

他是怎样建造吊脚楼模型的？为什
么会对传统建筑产生浓厚兴趣？2月25
日，记者倾听了这位土家族少年的故事。

邹君杰家住酉阳县毛坝乡新建村，是
个土生土长的土家族，今年12岁。砍、
刨、锯、凿、穿尖斗榫……视频中，邹君杰
有节奏地在木条上一下一下刨着，动作麻
利，神情专注。在他的巧手之下，一栋“迷
你版”的土家吊脚楼逐渐成形，不仅生动
还原了“猪圈”“火铺屋”“柴房屋”“堂屋”
等房屋，连屋顶的砖瓦都一应俱全。

“邹君杰建了两栋吊脚楼，没有用一
颗铁钉，全靠榫卯和竹钉固定。”拍摄该
视频的酉阳融媒体中心记者石嘉黎介
绍，两栋“迷你”吊脚楼的高约五六十厘
米，一栋长1.2米—1.5米，另一栋长七八
十厘米。“太逼真了，简直就是缩小版土
家吊脚楼。”

“小小年纪就展现非凡才华，今后肯
定是个建造大师”……视频评论区的网
友们纷纷为邹君杰的手艺点赞，还送上
了美好的祝福。

邹君杰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平时
照顾他的爷爷对他的爱好十分支持。他
说，邹君杰从小就对古建筑感兴趣，一有
空就去看老房子，研究房子的结构。

“村子里有很多吊脚楼，我从小就
生活在其中，很喜欢。”邹君杰说，去年，

他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用竹子做了一
个吊脚楼，觉得很有趣，于是他就利用
课余时间观看视频学习，尝试用木头建
吊脚楼。

第一栋“迷你”吊脚楼是他在去年清
明假期完成的，花了3天时间；第二栋则
是在去年国庆期间建造的，花了五六天
时间。建吊脚楼的木材是邹君杰利用课
余时间到山里捡的，瓦片则是他从村里
换屋顶的人家里挑来的。“我捡的瓦片有
二三十斤，自己挑起还有点吃力。”邹君
杰笑着说。

邹君杰的班主任许老师介绍，毛坝
乡山坡多，吊脚楼也比较多，孩子耳濡目
染，慢慢对它产生了兴趣。“在平时的教
学中，我们也会让学生们多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引导孩子们去主动探索。”
许老师说。

邹君杰的视频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后，酉阳土家族传统建造艺术博物馆负
责人单一表示，邹君杰做的吊脚楼是按
土家族最传统的技术来搭建的，这对一
个12岁的孩子来说非常难得。他希望
有机会请邹君杰到博物馆参观学习，还
会邀请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对他进行
指导，“这对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的传
承非常有意义。”

目前，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已被
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吊脚楼是土家族最显著的文化特征
之一，留住吊脚楼，就相当于守住土家文
化的‘根’。”单一表示，土家族吊脚楼营
造技艺正面临传承问题，当地懂这门手
艺的老师傅平均年龄都已有70岁。

邹君杰的热爱，正是非遗传承的希
望所在。

12岁男孩复刻土家吊脚楼
专家点赞：非遗传承未来可期

2月23日，巴南区二圣镇云林天乡湖畔，油菜花与美人梅竞相绽放，吸引众
多游客。 通讯员 刘纪湄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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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1元养生课、1元营销课、1元
摄影课……网络上低价课程铺天
盖地，看似用“白菜价”就能解锁养
生赚钱的新技能，事实果真如此
吗？近日，记者在多个平台上发现
有消费者反映，直播间“老师”利用
部分中老年人对健康、财富的追求
心理，用“低价课”套路消费者进了

“高价局”。

套路满满
消费者频频遇坑

57岁的郑女士告诉记者，最
近，自己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1
元购买199元课程”的养生排毒
广告后，便付款1元进入“叶天士健
康十三宫”直播间，学习中医排毒课
程。

“直播都在晚上。讲了一会儿排
毒方法，老师就开始卖产品了，宣称可
以治几十种病。4次直播，内容相差
无几，多是推销海藻胶等产品。”郑女
士说，这些产品动辄几千元，但在其他
网购平台却搜索不到。

“我妈就是被1元营销课吸引入
坑，结果前后花了 2.68 万元。一个
叫‘德元老师’的人在直播间宣称，
学了课程后可实现财富自由，一听
就觉得不可思议，可像我妈这样的
中老年人居然相信了。结果，1分钱
没挣到，低价课变成了‘高价局’。”
田女士（化名）向记者发来了付费凭
证以及合同照片。合同显示，田女
士母亲花 2.68 万元报名的是一个

“总裁导师班”。田女士称，课程毫
无用处，自己和家人多次投诉，最后
要回了大半费用。

“我报名了红杏林的小儿推拿和
灵枢针灸，因为时间冲突，想退一门课
程，但退费时却遇到了阻碍。对方让
我把赠品寄回去后才能退款。可我寄
回后，并未收到退款！”林女士（化名）
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学习的推拿课程
也没太大效果。

记者注意到，在第三方投诉平台
“黑猫投诉”上，关于“叶天士健康十三
宫”“红杏林”“德元营销课”的投诉不
少。而在其他多个投诉平台上，都有
消费者反映低价课“遇坑”。

夸大药效
谬称“生病不用去医院”

按照郑女士提供的线索，记者添
加了“班主任”满满的微信，并支付1
元买下“叶天士健康十三宫”的“教你
排垃圾”课程体验。

在该直播间15日的课程中，“老
师”讲到，自己的课“8岁孩子都能听
懂，希望把你挡在去医院的路上”。收
看达到3000人时，“老师”开始推销一

款名为“通合坤海藻胶”的产品。她
说，该产品1盒15小瓶，价格799元，
可以把人体三四十年堆积的3公斤—
25公斤的垃圾一次性排干净。接着
又推荐“通合坤酐净”，宣称该产品售
价3980元，可在24—48小时将肝胆
垃圾全部排出体外，“届时可直接看到
肝胆结石。”“老师”还称，顾客服用过
程中，可以将排泄物的照片发过来，有
专门的老师“看诊”，比号脉、面诊都要
准，甚至“比去医院做的体检报告还要
准”。

这些产品外包装上写着“本产品
不能代替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
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等”，但直播
销售过程中都未提及。

记者花1元进入另一个名为“红
杏林”的直播间。在14日的直播中，
直播“老师”提道：“希望同学们通过学
习我们的课程，都能达到‘一人学中
医，全家都健康’的状态。”旁边出现
58元的气血疏通课程。16日的直播
中，她又提到，可以通过气血疏通和摩
骨通筋解决眼睛近视远视、迎风流泪
以及鼻炎的问题，花29.8元购买课程
后，可以学到具体操作手法。对于这
位“老师”的资质，记者询问了“班主
任”金老师，其表示，讲课老师有中医
执照。记者询问是否能看看执照，但
金老师未回复。

信口开河
“报名2800元课程，让你实

现财富自由”

除了保健医疗领域，财富领域
的低价课也是套路多多。按照田女
士提供的线索，记者找到多个“1元
营销课”直播间，下单后进行了多日
体验。

2月15日晚，在“德元人性营销”
公众号的直播间里，一位老师分享道：

“当年迷茫时，我点击了直播间下方按
钮，加入‘营修圈’，学到了做生意轻松
挣钱的方法，家人们不要纠结犹豫，再

困难、再没有钱都需要走进来，才能实
现财富自由。”

而加入“营修圈”，需要下单支付
3000元。加入之后，还可以参加线
下课见到老师，老师的线下课门票
9800元。直播过程中，她多次劝说

“家人们”加入营修圈。她还承诺，会
免费送出价值9800元的实体店引流
秘诀、3980元的短视频拍摄剪辑课
程。

15日晚，在该直播间，这位“老
师”又称，花2800元学完课程后，可向
班主任申请成为合伙人，一起做生意，
一个月收入10万元以上。

专家解释
高价营销课或涉虚假宣传

“叶天士健康十三宫”的“班主任”
满满还告诉记者，他们不是医生，不做
治疗，所售产品药食同源，以排（人体）
垃圾为主。

从她发来的产品配料表看，海藻
胶为谷蔬固体饮料，包括燕麦粉、小
米、海藻酸钠、盐藻多糖、大豆肽等；人
参玉竹液为水、人参（5年以下人工种
植）、玉竹、食用螺旋藻等；畅净产品包
括果蔬植物固体饮料和谷蔬复合饮
料，配料包括果蔬以及大豆肽粉、鱼胶
原蛋白肽粉、维生素C等；紫仑为维生
素E、紫苏油。

重庆某三甲医院全科医学科医生
表示，上述产品没有治病的科学依据，
建议市民不要乱服用，身体出现问题，
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就诊。

中医专业人士也指出，摩骨通筋
需要进行系统性学习研究以及临床实
践。就算自学，也需要5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

而对于低价引流、层层“套娃”的
营销课程，培训咨询行业的从业者胡
先生认为，通过试听课低价引流，从销
售手段上来看没有问题。但如果宣称
可以“挣大钱”“实现财富自由”等，可
能就涉嫌虚假宣传。

存有风险
隐私容易泄露且难以维权

记者发现直播间低价课程还存在
多个问题和风险。如，因为报名过程
中提供电话、微信等联系方式以及资
料，常常会被拉入几百人的群。还会
接到相关的推销骚扰电话，甚至还有
人通过群聊添加微信要私下交易的，
记者一旦多问几句，对方就会警惕地
拉黑。

另外，因为直播间、直播从业者、
产品生产商分属不同市场主体，导致
投诉平台无法精准寻找到投诉主体进
行维权。以“叶天士健康十三宫”直播
间为例，其账号主体为山东烟台一家
科技公司，所售的某些产品品牌又涉
及北京一家科技公司，为记者提供咨
询指导的“班主任”满满老师其账号关
联的又是浙江杭州一家传媒公司。

记者将上述直播间发现的情况反
馈给其认证账号主体所在辖区的市场
监管部门。截至记者发稿时，“红杏
林”直播间所属的湖南省长沙市岳麓
区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回复称，初
步看来，直播视频内容存在一定问题，
正进一步核实了解。在这过程中，有
自称“德元人性营销”工作人员主动联
系记者称，他们是正规的培训机构，报
课后觉得不合适，可“7天无理由退
货”。对于直播过程中宣传加入“营修
圈”，实现财富自由，对方避而不谈，直
接挂断电话。

关于此事后续，记者将进一步关
注。

北京市康达（重庆）律师事务所律
师高金宽表示，通过网络低价课吸引
流量，然后对购买课程的人员进行产
品或者服务销售，是一种很常见的营
销方式。但从文中提到的几个案例来
看，直播间的老师均涉嫌虚假或者误
导性宣传，更甚至涉嫌欺诈。

他表示，直播间老师不管是代表
产品或者服务的销售者一方，还是生
产者一方，均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的经营者，均应该严格遵守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义务的相关
规定，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
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
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宣传。

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提起仲裁或者诉
讼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如果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
费者还可以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也就是通常讲的“退一赔三”。

针对直播间关联主体与产品的生
产者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不是同一主体
的情形，消费者可自主选择向其中任
何一家公司或者多家公司主张违约或
者侵权责任。

“低价课”变“高价局”
中老年人频入低价陷阱
记者调查：直播间“老师”套路多，消费者维权难

11元营销课元营销课

加入加入““营修圈营修圈””
30003000元元

实现实现
财富自由财富自由

“白菜价”
解锁养生赚钱

新技能

1元

低价课

漫画/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