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至清明寄哀思，缅怀英烈悼忠
魂。4月2日清晨，潼南区杨闇公烈士
陵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千余名
市民、退伍老兵、现役军人、公安干警
代表及300名少先队员整齐列队，共
同参与川渝“赓续·2025·清明祭英
烈”启动仪式暨“缅怀先烈 携手前
行”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主题活动。

千人齐聚陵园
赓续血脉的深情呼唤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
退伍老兵挺立如松，小学生高举右
手行少先队礼，所有人的目光聚焦
于杨闇公烈士的雕塑——他双目遥
望远方，仿佛仍在凝视着未竟的革
命理想。默哀时，微风拂过花篮上
的鲜红缎带，“烈士永垂不朽”六个
大字随风轻扬，花瓣微微颤动，似在
诉说着无声的追思。

一名小学历史教师眼眶湿润：“杨
闇公烈士15岁投身革命，29岁壮烈牺
牲，被割舌剜目仍坚贞不屈。每次讲
到这段历史，我都告诉学生：英雄的伟
大，在于明知前路艰险，依然义无反
顾。”他的讲述让现场观众陷入沉思，
一位老人低声感慨：“今天的安宁，是
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啊！”

随后，“缅怀先烈 携手前行”传
承弘扬红色文化主题活动以“初心”

“涅槃”“传承”三篇章展开。舞台剧
《初心如磐》重现了杨闇公狱中写下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悲壮场
景；《绣红旗》的演员手持针线，一针一
线缝制红旗时，台下观众屏息凝神，仿
佛置身黎明前的至暗时刻。

当杨闇公的遗言如惊雷般响彻会
场，一位年轻战士感慨：“这不仅是表
演，更是一堂直击心灵的思政课！”

4月1日至4月30日
清明祭英烈的全民行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
为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
争做先锋，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团市
委、市少工委决定从4月1日至4月
30日，以“赓续·2025·清明祭英烈”
为主题，推出六大举措：群众性纪念、
网上祭扫、主题教育、志愿服务、宣传
教育和烈属慰问，将红色精神融入时
代脉搏。

今年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胜
利90周年，近日，四川泸州市和重庆
江津区、永川区、荣昌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合开展“缅怀红军先烈、赓续红色

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清明祭英烈活
动，犹如一堂“纪念碑下的思政课”。

在古蔺县红军街，参与人员脚踏
青石板路，触摸着墙面上斑驳的弹
痕。“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急行军，店
铺老板连夜赶制草鞋支援前线。”讲解
员动情讲述。

叙永县烈士陵园内，52 名红军
烈士的墓碑静静矗立，江津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刘义林轻抚碑
文：“站在这里，仿佛能听见当年的
冲锋号角。”

川渝携手
让英雄魂归故里让精神永驻山河

川渝两地一直是红色之地、英雄
之地、光荣之地，诞生了赵世炎、杨闇
公、卢德铭、赵一曼、江竹筠、黄继光、
邱少云等英雄儿女。

近年来，川渝两地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通过资源整合、联合寻亲、文化共
建，让红色血脉跨越行政边界，凝聚成
磅礴力量。

两地联手推进烈士纪念设施
红色资源融合发展——定期召开
川渝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经验
交流会，分享项目建设经验、观摩
项目建设成果，协商合作开发利用
路径。加强杨闇公烈士陵园、邱
少云烈士纪念馆、赵一曼纪念馆、
黄继光烈士纪念馆等烈士纪念设
施的提质改造，优化提升展陈讲
解，着力打造巴蜀红色文化旅游
精 品 线 路 。 以 弘 扬 伟 大 长 征 精
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
积极融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
庆段、四川段）建设规划，加强重庆
綦江、酉阳和四川泸州、雅安、广元
等烈士纪念设施的规划建设、保护
管理、开发利用，建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赓续红色
血脉。

两地联合举办“英烈故事·川渝
连线”等系列主题活动——在清明
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川渝两
地同步开展“清明祭英烈”“红色九
月”主题活动等。打造“重庆英烈纪
念堂”“四川英烈网”线上纪念缅怀
英烈平台，通过在线祭扫英烈、瞻仰
烈士纪念设施等方式追忆先烈、致
敬英雄，为川渝两地开展“网上祭英
烈”活动提供便利。由中共重庆市
委宣传部、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
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主办的

“让烈士回家”系列主题活动，先后
走进四川大学、天府新区、华蓥山，
通过举办四川籍红岩英烈展览、红
岩英烈故事会、红岩精神宣讲报告
等活动，把革命英烈的有关文物史
料、英雄事迹、伟大精神送回烈士家
乡以及他们曾经学习、生活、战斗过
的地方。

两地联动开展为烈士寻亲工作——
全面梳理牺牲或安葬在重庆的四川
籍烈士和牺牲或安葬在四川的重庆
籍烈士，建立川渝两地烈士寻亲信息
库，共享安葬在川渝两地的烈士信
息，为安葬在川渝两地的烈士寻
找亲属，助力烈士亲属寻找烈士
安葬地，让英雄魂归故里，缅怀革
命先烈。

“英雄的名字或许会随岁月模糊，
但他们铸就的精神丰碑，将在巴山蜀
水间永远屹立，指引新时代的奋斗者
赓续前行。”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川渝两地将通
过共同举办“清明祭英烈”主题活动、
共同宣讲红色故事、共同开展烈士事
迹和精神巡展等方式，大力宣传英烈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助力唱好新时代
西部“双城记”。

曹峰 周艳红 周建春

川渝共铸红色丰碑

川渝“赓续·2025·清明祭英烈”活动启动

潼南区杨闇公烈士陵园活动现场 摄/王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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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来，随着入境游利
好政策不断推出，我国入境游市
场发展进入快车道。

继“City不City”之后，“Chi-
na Travel”（中国旅游）成为全球
旅游市场的流量密码，在TikTok
（抖音海外版）上话题热度突破
10亿条，在YouTube上凡带此标
签的视频播放量动辄10万起步。

去年底，随着中国过境免签
政策进一步放宽，外国人停留时
间延长至 240 小时，俄罗斯人涌
入哈尔滨、韩国人扎堆上海、泰国
人蜂拥重庆……“周五下班去中
国”成为新的网络热词。面对入
境游市场的大好形势，在今年全
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
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建议“打造入
境旅游首站城市”，而重庆就是重
点打造的城市之一。

打造入境游首站城市，无疑
完美契合重庆加快建设世界知
名旅游目的地、深化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之需。重庆如何发
力，抢占入境游市场“C位”？今
日起，本报推出“打造入境游首
站城市”系列报道，从国际营销、
产品供给、服务提升等方面进行
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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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韩毅

限定春“雪”，为“李”而来。
3月25日，巫峡·神女景区，新一代

高端豪华游轮“世纪远航”号满载游客，
向好山好水进发。

船舱内，歌声悠扬，曲调雄厚；船舱
外，绝壁千仞，群猴嬉戏。抬头，奇峰峻
岭，李花漫山；俯身，水流潺潺，碧波荡
漾……“美！这美，直击心间。”甲板上，
外国游客举起相机，定格这一世界级美
景，惊叹之词不绝于耳。

“作为中国最早向世界推出的旅游
名片之一，以及世界上唯一可以乘坐大
型游轮游览的内河大峡谷，这才是三峡
游该有的样子。”目睹此景，重庆世纪游
轮公司负责欧美市场营销的副总经理谢
瑜一脸欣慰。对于重庆打造入境游首站
城市，他更是满怀期待。

直面散客，让营销更加“走心”

欲知江河之壮美，必到长江；欲览长
江之俊逸，必游三峡……长江三峡典藏了
世界最绝美的山水画廊，是改革开放后我
国首批推向世界的风景名胜，与万里长
城、秦始皇兵马俑齐名，也是以游轮游为
主要依托的重庆入境游市场的拳头产品。

“我们公司从旅行社起家，三峡线一
直是重点，充分享受到了三峡游发展的
红利。”谢瑜称，过去30年，三峡游拓展
海外市场主要依托于代理商。以北美市

场为例，游轮产品需经国内旅行社转包
给境外代理商，不仅利润被层层分食，品
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2019年，世纪游轮在洛杉矶设立北
美分公司，开始抢占国际市场，且随着

“China Travel”的走红而全面发力。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免签
停留期限延长等多重政策实施，外国游
客入境中国更加便利，入境游市场逐渐
呈现出散客化、个性化、碎片化、年轻化、
深度化的新趋势。

“我们的营销策略随即进行了调整，
采取‘直销+渠道’双轨驱动，尤其是加
大了针对散客的直销力度。”谢瑜称，去
年，他们参加了海外大型展会50场次，
更面向普通游客、合作伙伴举行了40余
场次产品说明会，同时在境外社交平台
上发起“世纪游轮”“壮美三峡”等引流话
题，吸引国内外超2000万人次点击分
享。去年，世纪游轮公司共接待入境游
客3.5万人，同比翻番。

在谢瑜看来，习惯了传统渠道营销
的策略后，在直面散客时需要“换脑子”：
普通游客看重的是风景、玩法、个性等，
更在乎产品本身。

“这需要我们去了解外国游客感兴
趣的内容，做有针对性的营销。”在一次
接待服务中，一位外国游客的兴趣点给
谢瑜留下了深刻印象：该游客对中医、高
铁、轨道穿楼、扫码支付、机器人非常感
兴趣。“这些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的东
西，对外国游客却极具吸引力，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营销切入点。”他说。

“还有一次，我们在做营销时，特别
邀请了一位当地人作现场分享。他娶了
一位中国太太，是个‘中国通’。整场分
享下来，效果非常好。他从当地人的角
度，讲出了当地游客最感兴趣的中国元
素。”谢瑜感叹地说，一次好的国际营销，
不能自说自话，一定要用当地人感兴趣、
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

实施分层传播，影响特定受众

阡陌绘绿，花香拂远……近来，随着

巴渝大地成为“何处不闻香”的“花花世
界”，金波忙得脚不沾地。他身兼韩国
CCTE株式会社、重庆寰京国旅总经理
双重身份，是一名奋战在国际旅游界的
老兵。

2013年，在电影《阿凡达》的影响
下，金波参观了张家界并深深被美景震
撼。随后，他收起“世界那么大，我要去
看看”的心，扎根重庆、张家界，努力把

“世界最神秘的山水”推介给韩国人。
“我率先在韩国市场推出了‘重庆-

张家界-重庆’5日游产品，高峰时年揽
客高达4万人。”金波说，去年以来，随着
我国入境游市场的强势复苏，他投入了
数十万元人民币在韩国的电视台、新媒
体做广告，目前市场正在稳步增长。“今
年6月，随着渝湘高铁的开通，重庆与张
家界将形成‘两小时高铁旅游圈’，可能
会迎来更大的人气。”他信心满满地说。

在金波看来，营销推广的目的是影响
特定受众，引发受众兴趣，建立分层的传
播渠道，打造有效的传播途径非常重要。

首先是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传播渠
道的分层。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更具权
威性、公信力，而社交媒体则更具网络
化、数字化、多元化、交互性。

其次是大众媒体与专业渠道的分
层。大众媒体适合对广义受众的传播，
推介会、展会等更适合通过旅游行业内
的专业渠道进行传播推广。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祝伟表示，做好国际营销，还需要
从知识、话语和叙事三个维度着手，打造
重庆文旅国际传播新名片，向世界全方
位讲好中国故事、新重庆故事。

具体包括，促进文化艺术创作与现
代技术有机融合，让更多具有现代性和
感染力的文化精品涌现，为提高重庆文
旅国际传播效能夯实基础；从顶层设计
上打造契合重庆文旅且易为国际社会所
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范畴和表述，
将“外国语”与“中国话”相结合，提升重
庆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优化重庆文
旅国际传播的叙事表达，让重庆文旅更
好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以做强东盟国家入境游为突破口

砂煲雪山羊、宫保鸡丁等美食，将重
庆的独特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鸡丝凉
面、红糖糍粑、酒酿汤圆等特色小吃，吸
引了众多嘉宾排队品鉴……前不久，“你
好！中国”重庆美食“渝味360碗”推介
会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联合国旅游组
织总部举行，向世界宣传推介重庆的旅
游美食，令现场嘉宾赞不绝口。

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祖拉布·波
洛利卡什维利表示，中国是全球旅游业
的重要参与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
美食声名远播，本次活动助推了重庆打
造具有辨识度、品牌化、引领性的旅游国
际新形象，提升了重庆的国际知名度、美
誉度和吸引力。

而这只是重庆依托多方平台，采取
多方合作，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共赢”
的一个创新营销的实践案例。

“单个企业行为，能改变的只是一个
细分市场，旅行社、行业协会、主管部门
等上下游产业链联动，才能打造更好的
入境游市场氛围，提高客源地整体出游
意愿。”谢瑜说。

祝伟也表示，做好国际营销，要发挥
好平台优势，将文旅的国际传播与外事
工作、商贸交往相结合，依托城市文脉、
国际商脉和海外主流媒体等资源，不断
扩大国际传播“朋友圈”。

“我们将以做强东盟国家入境旅游为
突破口，全力推进我市入境旅游高质量发
展。”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我市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
坡、泰国等东盟国家重要客源地的培育成
效显著。接下来，我市将用好澜湄旅游城
市合作联盟平台，针对欧美等湄公河五国
主要客源国，探索打造“‘渝’见澜湄”跨境
游品牌；加强与OTA和大型涉旅商协
会、企业合作，完善政企联动机制，更大
范围、更有力度促成市场合作；深入实施

“你好！重庆”全球推广，常态化开展“向
世界讲述重庆”系列活动，持续打造传播
热点，不断提升重庆旅游知名度。

入境游利好政策不断 从业者创新营销方式

重庆文旅全球“圈粉”

打造入境游首站城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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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刘冲）近日，在重庆召开的

“第一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
上，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标准
创新联盟公布了《2025年乡村振兴
道地药材发展示范县（区）》。其中，
我市城口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巫
山县、巫溪县上榜。

据介绍，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
质量标准创新联盟以推进中药材
质量标准化为核心，倡导“共建共
享”理念，整合农业与工业企业资
源，通过规范化种植、规模化基地
建设及“三无一全”（无硫加工、无
黄曲霉毒素、无公害、全程可追溯）
标准推广，构建现代中药农业生产
体系。

在我市入选的4县中，城口县
境内有药用价值的中草药 3800

余种，可供开发利用的中药材上
千种，现有中药材面积38万亩,年
产量超过 10 万吨。巫溪县享有

“天然药库”的美誉，截至目前，中
药材在地面积突破42万亩，其中
人工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金
花葵、川贝母（太白贝母）人工种植
面积居全国第一，中药材综合产值
超过13.8亿元。巫山县拥有5000
余种中药材，2024年，全县中药材
种植和野生抚育面积达21.8万亩，
其中人工种植面积17.2万亩，采收
面积9万亩，年产量9.5万吨，产值
超过7亿元。石柱县中药材主要
包括黄连、黄精两大重要品种，目
前全县共种植黄连5.8万亩，年产
量3000吨以上，黄精种植面积约
1万亩，主要分布在海拔800米以
上的区域。

2025年乡村振兴道地药材发展示范县（区）

城口石柱巫山巫溪上榜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杨铌紫）4月2日，全市清廉
村居建设暨“渝里乡商”基层议事协
商改革现场推进会在大足区召开，
对2024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安排
2025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
政权建设重点工作。

清廉村居建设是清廉重庆建
设9个子单元之一。过去一年来，
全市清廉村居建设合格覆盖率达
60.9%，评选清廉村居最佳案例10
个、优秀实践案例28个；159个镇
街开展基层议事协商改革试点，累
计开展议事协商1094次、参与群
众达2.56万人次，851个议定事项
已办理完成。一些区县树立精品
意识、品牌意识，培育出一批具有
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和典型
案例。

今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一年，重庆将按照市委深
化改革工作要求，围绕清廉村居
建设和基层议事协商两个“小切
口”，拓展基层各类群体参与基层

治理渠道，推动清廉村居建设“合
格”村居达70%以上，共商共议推
动民生实事协商占比 60%以上，
全年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不低于
88分，切实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整
体跃升。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经过
一年多探索，重庆初步形成了

“11155”的总体工作思路，即聚力实
现“一个目标”，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建强“一个体
系”，迭代“141”基层智治体系，为基
层治理赋能增效；夯实“一个阵地”，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社区平
台作用，建好用好党群服务中心，提
升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强
化“五个支撑”，激发“改革创新”动
能，用好“数字赋能”手段，把好“事项
准入”关口，健全“三事分流”机制，构
建“多元共治”格局；培育“五支队
伍”，加强乡镇干部队伍、社区工作者
队伍、志愿服务队伍、社会工作专业
人员队伍、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力量建
设，夯实基层治理工作基础。

全市清廉村居建设
合格覆盖率达60.9%

（上接1版）举办“春暖农民工”等公
共就业服务活动，每年开展线上线
下招聘3000场次，并运用数字化平
台推送就业信息，支持跨区县劳务
协作。

与此同时，在服务提质方面，我
市将实施困难农民工帮扶行动、劳
动权益维护行动，以及公共服务保
障行动。健全大龄农民工就业帮扶
机制，积极筹集适合大龄农民工的
保安保洁、仓库管理、工厂物料整理
等岗位，开展送岗上门活动，帮助大
龄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推进社保
高质量扩面和治理欠薪工作。每年
开展新市民培训10万人次，举办

“重庆农民工日”等活动，帮助农民
工更好融入城市。把农民工公共服
务纳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

圈”，为农民工落户提供便利，保障
其随迁子女就学权益，强化住房保
障，开展新市民培训和文化活动，加
强工会驿站（渝工港湾）建设。

此外，我市还将开展返乡创
业扶持行动，深化创业领域“放管
服”改革。比如，建立信息库与招
商团队，提供融资、用工等保障，符
合条件的返乡创业个人、小微企业
可分别申领最高30万元、400万元
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
款实际利率50%的贴息；对符合条
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给予最高
8000元/户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建
立“导师库”提供服务，全面实施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持续优
化创业环境，推动“渝商回归、外
商来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