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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5月30日上午9时，江津区塘河江面
鼓声震天，第十三届川渝龙舟文化活动拉
开帷幕。800米赛道上，川渝三镇7支龙
舟队劈波斩浪，桨影翻飞激起层层水花。
四川游客张女士踮脚眺望，直呼“看完比
赛就去石龙门庄园，这趟太值了”。

岸边，思善街早已人潮涌动，江津
米花糖、合江豆干等川渝特色小吃摊前
排起长龙。摊主李建国一边抹汗一边
笑着说：“龙舟赛带火全镇旅游，今天收
入增加了两倍。”

塘河镇以“龙舟经济”为支点，撬动
“节庆+市集+非遗+体验”多元消费场
景，借助传统民俗绘就文旅消费新图
景。不仅仅是塘河镇，今年端午假期，
重庆多地创新“民俗+体验”融合模式，
通过龙舟竞渡、民俗展演等系列活动，
带动餐饮住宿、文创购物等消费全线飘
红，掀起文旅消费热潮。

“龙舟+文旅”激活消费链

赛龙舟是端午主要习俗之一。这
个端午假期，多地以“龙舟+文旅”创新
模式，强势拉动文旅消费热潮。

在江津塘河古镇，渔家傲餐馆后厨

热气蒸腾，四川游客李先生第三次吆喝
“加菜”。这家以生态鱼闻名的老店，端
午当天售出400斤鲜鱼，是平日的3倍。

“包厢提前三天就订满了，客人看
完龙舟赛直接冲过来。”老板王建军翻
炒着酸笋鱼，铁锅腾起阵阵香气。

同样火爆的还有住宿业。“6月2日
前的房间全满。”临河的栖溪民宿管家
小张说，“精品套间”的阳台是绝佳观龙
舟赛点位，早在5月初就被抢订一空。

据预测，端午假期塘河镇接待游客
数将达8万人，直接带动消费800万元。

潼南区大佛寺水域的龙舟赛同样
引爆消费。涪江畔江舟渔府推出的“抢
鸭套餐”成爆款，食客参与“水中抢鸭”
游戏，抢到鸭子后餐馆可提供免费加工
服务。

“三天卖出800只鸭子，切泡椒鸭丁
的刀都要冒火星了。”老板王强笑着说。

千年龙舟以破竹之势，开辟文旅消
费的新蓝海——铜梁安居古城涪江畔，
夜间火龙表演将江面映得通红；荣昌濑
溪河上，“卤鹅哥”林江为龙舟队擂鼓助
威引发全场呐喊；武隆芙蓉江畔，夺冠
龙舟队队员直奔火锅店庆功，店主看着
上涨40%的客流喜笑颜开……

沉浸式体验重构消费场景

在渝中区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另一
场文化盛宴正拉开帷幕——30家非遗

工坊组成的“端午游园会”，让游客从
“看热闹”变为“玩门道”。

“原来香囊要这样缠五色线！”在荣
昌夏布体验馆，“00后”大学生周婷跟着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学做驱蚊香囊，收获
多多。店主介绍，体验式消费占比已达
65%，客单价较纯售卖模式提升3倍。

隔壁的蜀绣坊推出AR试衣镜，游
客扫描二维码即可“穿上”清代龙凤褂
拍照，日均打印照片超2000张。

在涪陵美心红酒小镇，身着汉服的
游客“驾驭金龙”，尽情享受极具视觉冲
击力的传统文化大餐。来自贵州的游
客在体验后感叹道，“龙”在天上飞，又
在水上游，传统中国龙符号与景区的欧
式建筑完美融合，“这种立体式的呈现
太精彩了！”

传统民俗与科技也碰撞出奇妙的
火花。比如，南岸区龙门浩老街推出

“AR寻龙记”活动，游客通过手机捕捉
虚拟“小龙人”，可兑换特色美食券；武
隆懒坝景区将端午草药文化与禅修结
合起来，为游客提供森林瑜伽课搭配自
制香囊体验，单日客单价突破500元。

美团数据显示，端午期间重庆沉浸
式文旅项目搜索量增长410%。

民俗活动里的“Z世代经济学”

当千年端午邂逅Z世代，传统民俗
迸发出全新生命力。端午假期首日，鹅

岭二厂文创公园细雨绵绵，却挡不住年
轻人奔赴“新式端午”的脚步。

这里正在上演端午元宇宙游园
会。“00后”COSER小鹿戴着VR设备

“划”虚拟龙舟，大屏幕实时显示桨频数
据。“比打游戏还有成就感。”他激动地
说。这场科技与传统的碰撞，吸引了
3.2万年轻人打卡。

隔壁的新式民俗市集同样人潮涌
动，某文创品牌将艾草制成精油香皂，
单日售出5000块；某奶茶店推出的“雄
黄特调”，销量达常规款2.8倍。

“我们研发了23款端午限定产品，
秘诀就是‘传统元素新表达’。”品牌主
理人汪旭说。

磁器口古镇的国潮体验馆里，“00
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悦正教游客制
作盲盒粽子，竹筒里随机藏着火锅味、
玫瑰荔枝味等新奇馅料。

“昨天有小伙抽到芥末馅，辣得跳脚
还不忘拍视频发抖音。”她展示的直播数
据令人惊叹——单场观看量破50万，带
货的“魔幻山城粽”礼盒三天售罄。

更颠覆的玩法出现在黄桷坪涂鸦
街，“95后”创业者张宇策划的民俗盲盒
活动让游客通过解谜收集“粽子碎片”，
最终兑换非遗剪纸。

“日均客流是平时的5倍，70%参
与者是18—25岁的年轻人。”张宇表
示，当传统民俗插上创意翅膀，千年端
午正以年轻姿态破圈重生。

龙舟鼓点敲出端午消费新“节奏”
“民俗+体验”好玩、有趣，重庆文旅再掀热潮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

不久前的一天，天气晴好。荣
昌区清江镇塔水村，村民张先友抓
紧时间将93岁的大伯哥床上的床
单和被套拿出来清洗。大伯哥常年
卧床，床单、被套每半个月就要清洗
一次。

忙完清洗，张先友又忙着给大伯
哥洗脸，将早饭递到床边……

54年前，张先友嫁到雷家，夫妻
恩爱、婆媳和睦。唯一让人皱眉的
是，大伯哥患有智力障碍，时常神志
不清，一旦发病谁也不认，见谁骂谁。

“其实他人还是不错的，就算有
时候说话不中听，也是‘刀子嘴、豆腐
心’。”久而久之，张先友习惯了，开始
和婆婆一道悉心照料大伯哥。

婆婆临终时，紧握着张先友的手
不放。张先友明白老人的心思，许下
承诺：“您放心，但凡有一口吃的，就
不会让他挨饿。”

婆婆去世后，张先友的丈夫雷水
亨继续在重庆主城区上班，照顾3个
孩子和大伯哥的任务，就落在了她的
肩上，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

丈夫雷水亨看在眼里、急在心
头，毅然辞职回到了老家。务农的收
入少了些，日子过得有些清苦，但在
两人勤劳操持下，情况一天天好转。

好景不长。2008年，雷水亨因
病离世。临终时，他最放心不下的还

是自己的大哥。
“老头子，你莫担心，在一个屋檐

下生活了30多年，我早已把他当成
了亲大哥。”张先友对丈夫说道。

丈夫去世后，张先友独自扛起了
照顾大伯哥的重任。

随着年岁增长，大伯哥的病情愈
发严重。2017年8月的一天，大伯
哥突然跑出家门，一不小心摔倒在
地。好在邻居发现并及时救助，大伯
哥捡回一条命，但因伤到筋骨，从此
瘫痪，只能在家卧床休养。

瘫痪后的大伯哥大小便失禁，张
先友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端茶送水、
擦洗身体，还经常想尽办法给他做些
好吃的。

“她从来没有嫌弃过自己的大伯
哥，给左邻右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
用。”谈及张先友，塔水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曾大能情不自禁地伸
出大拇指。

张先友无怨无悔地坚守，只为让
大伯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在她的
言传身教下，一儿两女打小便孝顺懂
事，知道为伯父做些缝补衣服、剃头
发之类的事情。

儿女如今在外务工，扎下根后多
次劝说母亲到外地和他们一起生
活。但为了照顾大伯哥，张先友仅在
多年前外出探望过两个女儿，此后就
再也没有出过远门，甚至连荣昌城区
也很少踏足。

“但凡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他挨饿”

大伯哥卧病多年 好弟媳悉心照料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

时至今日，重庆市民张林聪在积
雪山路上奋勇出手帮助被“吓哭”外
地司机、彰显山城温度的事迹，仍然
为众多网友所津津乐道。

“俺不敢开了……”1月10日，
刚跑货运半个月的山东司机李师傅，
在来渝送货返程时，走错路开车上了
山，直到半山腰才发现。

旁边是悬崖，脚下是冰雪覆盖的
湿滑路面，不擅山路驾驶的李师傅进
退两难，急得直抹眼泪。

沙坪坝区联芳街道联芳桥社区
居民张林聪上山路过此地，注意到了
这辆车的异常，问明情况后仗义出
手：“大哥，我来帮你！”

事实上，张林聪对于能否顺利将
货车开下山也没有绝对把握——他
之前虽然开过货车，但转行已近10
年，加上路况复杂，难度系数很高。
可是眼见这位外地的大哥在冰天雪
地里深陷困境，总不能一走了之吧？

“不管了，上车！”张林聪拿定主
意，让李师傅坐上同伴的车，自己则
一头钻进货车驾驶室，小心翼翼地发
动车子，掉头，慢慢下山。到达山下
安全地段，将车交给李师傅后便离开
了。

他只当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全没放在心上。没想到，这事情被路
人拍下后发到网络平台，迅速登上热
搜榜，引来众多网友纷纷点赞。

许多网友表示，这不仅是张林聪
个人的善举，更是重庆与山东数十年
对口帮扶情谊的一个缩影。

在视频评论区，大家纷纷刷屏
“渝鲁一家亲”。“山东兄弟来重庆跑
车不容易，能帮就帮。很多网友邀请
我去山东做客，有机会一定去。”张林
聪说道。

早在2008年，张林聪在福建泉
州务工期间，就曾奋勇出手救起过2
名溺水的孩子。

没有无故的遇事不怂，也没有天
生的无畏向前。

张林聪乐于助人、勇于“出手”的
精神，并非在一朝一夕形成。10多
年前，张林聪在沙坪坝开了一家防水
材料店，在参与白公馆、渣滓洞景区
防水改造工程期间，对于众多革命先
烈的英勇事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领悟到奉献与担当的意义。

平日里，街坊邻居遇上难处，他
总是热心帮忙；在街上碰到老奶奶摆
摊卖菜，想着老人生活不容易，他也
总是尽量多买一点……

张林聪的凡人善举，感动了许多
人，让人们于细微处感受到了人与人
之间的温情。

“大哥，我来帮你！”他一句话暖人心

悬崖雪路勇出手 续写渝鲁两地情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不久前本报以《母爱的“时间账
本”》为题，报道了单亲妈妈刘英为了让
患病的女儿球球得到更好的康复训练，
带着她从老家开州来到中心城区打拼
的故事。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残联、爱心企业、热心市民纷纷伸出援手。

刘英此前表示，今年最大的心愿就
是带孩子去公园过一个开心的儿童
节。在爱心企业帮助下，5月30日，这
个愿望得以实现。

当天早上8点30分，渝中区上清寺
街道学田湾，31岁的刘英叫醒球球，帮
她洗漱完毕、换上漂亮的公主裙。

“球球太可爱了！走，我们去看大
海豚、小企鹅，过‘六一’咯！”妈妈的话，
让球球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球球患的是“腺苷酸环化酶基因
病”，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主要
症状为运动障碍、认知障碍等。

为了筹钱支付球球康复训练的费
用，刘英经常背着她摆摊卖气球，晚上

待孩子睡着后还要送外卖。目前，球球
的情况已有好转：双手可以抓握物件
了，能够较为自主地控制头部。

上午10点，在志愿者蒋亚宁和张
吉琴陪伴下，刘英带着球球来到重庆汉
海海洋公园。见到水中畅游的海豚和
五颜六色的水母，不到3岁的球球眼睛
瞪得圆溜溜，好奇又天真的模样招人喜
爱；看到呆萌的小企鹅飞快入水，球球
更是咯咯直笑。

公园方面专门给球球送来奶龙、卡

皮巴拉等玩偶，作为儿童节礼物。
见女儿这么开心，刘英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这是球球第一次到公园玩耍，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可爱的动物。”

据了解，这是刘英来到中心城区一
年多后首次带孩子外出游玩，因为平时
真的太忙了。

公园方有关负责人表示，刘英的坚
韧展现了母爱的力量，“随时欢迎母女
俩前来游玩，我们这里永远对她们免费
开放。”

本报报道《母爱的“时间账本”》引发广泛关注

热心人陪伴 球球在海洋公园开心过“六一”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张珺）记者5月30日从全市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现
场推进会上获悉，党的二十大以来，
我市积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
设，推动各方力量整合，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质效不断提高，实战能力不
断提升，今年1—4月全市共排查、
受理各类矛盾纠纷62.78万件，110
警情、治安警情分别下降 17.8%、
10.2%。

据介绍，综治中心是开展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建设法治
建设的重要平台，是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的重要载体。我市出台
《重庆市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
进条例》《重庆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方案》部署推
动，全市各区县（含开发区）和885
个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已挂牌运
行，市、区县、乡镇（街道）三级综治
中心一体建设、联动解纷工作格局
基本形成。

综治中心重点是围绕社会安
全，发挥矛盾纠纷化解这个核心功
能。目前，全市公安、检察、法院、司
法行政、信访等部门力量入驻率均超
过80%，人民调解组织和行业性、专

业性调解组织入驻率超过60%；综
治中心全面融入数字重庆建设，依托
三级治理中心主轴功能，上线“社会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精神卫生”“莎
姐守未”等数字应用，汇聚10多个部
门数据，有力强化综治中心实战运行
的数字支撑。

按照工作安排，到今年6月底，
全市所有区县、乡镇（街道）综治中心
要运行起来，实现“有牌子、有场所、
有力量、有机制、有效果”。

在场所设置上，新建的综治中心
位置要充分考虑交通相对便利、群众
办事方便的地点；选址偏远的位置将
设置指引路牌或交通站点，方便群众
前往。

在部门入驻上，除政法各部门
外，人社、住建等矛盾问题较多领域
的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多种方式派
员常驻；发挥好工会、妇联组织在保
障劳动者权益、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等
重要作用。

在机制运行上，由综治中心的综
合受理窗口，“一站式”全量受理群众
反映的矛盾纠纷化解等各类诉求；
综治中心要跟踪掌握矛盾纠纷化解
情况，配合做好教育疏导、困难救
助、风险评估等工作，积极做到案结
事了人和。

提高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质效

到月底我市所有区县、镇街综治中心
将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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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我市各地儿童节
氛围浓郁。孩子们走进公园，
与萌宠动物亲密接触；来到科
技馆，感受知识的神秘力量；研
学农耕，收获双手创造的快乐；
学习非遗技艺，体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过了一个欢
乐而充实的儿童节。

图为黔江区濯水古镇，孩
子和家人一道开心游玩。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欢乐儿童节

（上接1版）
2024年，重庆机电集团有42项产

品及技术达到全国领先或全球一流水
平，其中34项新产品被纳入全市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集团董事长
赵自成建议，面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生物医疗器械等本地制造业优势产
业，加速研发一批高精密产品替代进

口，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和核心竞争
力，通过布局高端绿色专用机床设备，
更好地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川渝两地应围绕装备制造业这
个共有优势产业‘大做文章’。”国家智
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专家戴新宇表示，
川渝联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既有技术
优势和产业基础，又有巨大市场需求

和区位优势，两地联动发展装备产业
潜力巨大。

据了解，目前我市正在以建设成
渝地区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目
标，以推动装备制造智能化数字化为
主线，突出“智能制造装备、山地农机
装备、先进动力装备”3个优势产业集
群，发展“无人机及通航装备、智能电

梯、传感器及仪器仪表、智能输变电装
备、内河船舶”5个特色产业集群，形成

“智能制造装备、智能农机装备、智能
交通装备、智能动力装备、智能电气装
备、智能检测装备”6个板块为支撑的

“356”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产业体系，
带动更多首台（套）装备在市场端开创

“蓝海”。

（上接1版）
本次报道还报道了中国科学院院

士，国际著名水文地质学家、岩溶学家，
西南大学教授袁道先和我国土壤科学
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大地之子”
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原西南
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名誉校
长侯光炯的事迹，西南大学师生纷纷转
载传阅。

西南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学校以袁隆平院士、侯光炯院士、向
仲怀院士、吴明珠院士、袁道先院士等
科学家故事为主体，成立重庆市弘扬科
学家精神西南大学宣讲分团，走进中小
学、企事业单位，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广
泛开展宣讲活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

目前，该校正筹备排演原创大师剧
《袁隆平》，生动演绎袁隆平院士生前奋
斗事迹，预计本月正式上演。

在科学家精神的引领下，西南大
学还实施“战略科学家孵化计划”“人
才特区建设计划”“青年人才创新发展
计划”“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等，不断
提升领军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和精细化
程度。

新时代如何弘扬科学家精神，鼓舞
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志存高远、爱国
奉献、矢志创新？记者从市教委、市科
技局了解到，下一步，我市将把高校作

为人才培养的摇篮，积极构建科教协同
育人机制，加快推进“渝跃行动”和新重
庆引才计划，实施新重庆青年创新人才
计划项目，完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长周
期稳定科研项目支持机制，支持青年科
技人才在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
主角”，支持组建跨学校、跨学科、跨领
域的高水平科研团队，建立“引在高校、
用在企业”机制，引导高校科技人才服
务产业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