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52025年7月3日 星期四
编辑 王濛昀 美编 曹启斌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毕业季总是充满欢笑与泪水，承载着青春的记忆与未来
的期许。连日来，各大高校通过精心设计的毕业典礼，为学子
们送上了一份份特别的“启程礼物”。

无论是校长的殷切寄语，还是师生间的温情互动；无论是
形式新颖的感恩环节，还是对基层就业的鼓励倡导，这些毕业
临行前的暖心瞬间不仅定格了青春的美好画面，更传递了教
育的温度与力量。

校长赠“金句”，注入前行力量

在2025年重庆各高校的毕业典礼上，校长们的临别赠言
既有对人生哲理的深刻阐释，也有对时代责任的殷切嘱托，为
即将踏上新征程的学子们注入了前行的力量。

重庆大学校长王树新以“坚韧”为主题，为1.5万余名毕
业生上了“最后一课”。他引用古训“天下古今之人，未有无志
而建功成事者”，强调远大志向是建功立业的基石，鼓励毕业
生“以坚韧之志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以坚韧之姿知难而进、披
荆斩棘；以坚韧之力勇毅前行、玉汝于成”。王树新嘱托毕业
生们：“用‘行动敞亮’取代‘口号响亮’，力戒拖延、拒绝‘躺
平’、反对内耗。”

重庆科技大学校长赵明阶则以4句嘱托与5000余名毕
业生共勉：“永怀爱国之志，以赤子情怀铸就报国担当；秉持敬
业之心，以精益求精诠释匠人精神；坚守诚信之道，以至臻品
格筑牢处世根基；长存友善之情，以仁爱之心凝聚人间暖意。”

重庆邮电大学党委书记李林则以“向着人工智能这个‘年
轻的事业’勇毅前行”为题，寄语广大毕业生：“将每一个‘卡
点’视为优化‘人生算法’的契机，将每一次‘Game Over’当
作精进策略、升级战法的数据燃料，要让终身学习成为‘成长
代码’，要让长期主义成为人生的‘底层算法’。”这番充满科技
感的比喻，生动诠释了数字时代青年应有的精神品格。

这些校长的临别赠言，既有对学术精神的坚守，也有对时
代责任的担当；既有对个人成长的关切，也有对国家命运的思
考。它们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毕业生们前行的道路。

感恩之心在传递，这些人群被特别提及

毕业典礼不仅是学业的终点，更是感恩的起点。毕业典
礼上，学子们用各种形式向曾经陪伴自己成长的师长、同窗以
及学校后勤工作人员表达谢意，这些温情瞬间成为毕业季最
动人的风景。

在西南大学举行的2025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上，前排坐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教师、辅导员、医护
人员、宿管、食堂大娘、保安、校车师傅、园丁师傅等。“在学校
的4年，也是被你们照顾的4年，向你们道一声‘您辛苦了’！”
毕业生唐佳龙的一番话，说出了所有毕业生的心声。

“去年的毕业典礼上，我讲了邓显松的故事，他原本应该
和大家一起，在今天戴上学士帽……”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
在毕业致辞中提到了一位已经去世两年的学生——患“渐冻
症”的邓显松。邓显松自幼患病，全身瘫痪，但仍以优异成绩
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在校期间，他克服身体障碍坚持学习，成
绩排名年级前列，并积极参与校园活动。他去世后，其父母将
校友捐赠款余额回捐学校，学校基金会以此设立“显松自强不
息奖”，弘扬邓显松自强不息的精神，鼓励热爱生活、追求卓越
的西政学子。

重庆交通大学的毕业典礼则别出心裁地策划了“芳华归
故里 情牵赤子心”校友专场活动，邀请校友重返校园参加毕
业典礼；重庆邮电大学的毕业生们“花式表白”感恩母校。毕
业生代表、学校人工智能学院学生李旺轩向母校赠送了其原
创设计制作的作品“求新号”自平衡机器人，用专业技能表达
对母校的感激。

这些感恩的瞬间，展现了教育的深远影响和师生之间的
真挚情感。一个个温暖的细节传递出，大学教育不仅是知识
的传授，更是人格塑造和情感培养的理念。

“年轻就该去远方”，基层天地大有可为

“我们是重师人，年轻就该去远方，扎根基层，建功西部，
报效祖国！”6月24日，在重庆师范大学2025年毕业典礼上，
毕业生们的铮铮誓言点燃全场。今年，该校共有329名西部
计划志愿者、342名定向师范生。

在2025年重庆高校的毕业典礼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成为许多毕业生的共同选择。各高校通过政策引导、典
型示范和情感动员，鼓励毕业生扎根基层、服务西部，让青春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在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举行的毕业生基层就业出征仪
式上，学校还特别邀请到两位优秀校友代表返校分享基层就
业经历并担任“传旗人”，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光彩。

市教委提供的数据显示，近3年，重庆高校毕业生到西部
省市就业超过70万人，呈现逐年递增态势。每年超过50%的
毕业生自愿留在西部，每年超过60%的毕业生到国家重要行
业、重点领域、重点工程及基层一线等单位就业。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青春故事，展现了新时代
青年的责任担当。

温暖告别与崭新启程
——2025重庆高校毕业季温暖收官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韩毅

两江潮涌，草木葳蕤。四方辐辏，八面
来风。

灯光渐暗，银幕亮起。《哪吒之魔童闹
海》《音乐家》《香巴拉》等来自10个国家
的优秀电影在20多家影院轮番展演；《黑
色城堡》《彼岸》《柑橘园》等20部影片角
逐“金山茶奖”，在世界影坛上标注醒目的

“上合坐标”。
长袖如云，鼓乐和鸣。任仲伦、伊凡·巴

甫洛夫、塔斯博拉特·穆列肯诺夫等一众“大
拿”，章子怡、黄晓明、纽莎（Nyusha）等一众
明星，以及上合组织10个成员国、2个观察
员国的官方代表团、业界代表团、外交代表
等1500余位重磅嘉宾聚焦“科技光影、上合
风采”主题，叙友情、谈合作、谋发展，和衷共
济，和合共生，为全球影业提供“上合方案”。

彩云层叠，灯影摇曳。影城外，三峡壮
美、巴山绵延、武陵逶迤，长江雄阔、嘉陵秀
美、乌江如黛……新重庆，文脉昌盛，包罗万
象，生动诠释着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上
合宣言”。

上合之道，和合为要；上合之“合”，合而
不凡！

上合之光
辉映和合共生的多样文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

同”“以和为贵”。
“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

子”——习近平主席曾引用这句哈萨克斯坦
的谚语，形象化阐释合作共赢、共同安全的
理念。

从安全合作起步的上合组织，在国际
风云变幻中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当
前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
域合作组织，成员国总面积约占全球陆地
面积1/4，人口占全球近一半，经济总量约
占全球1/4。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上合
组织秉持的“谋求共同发展”，正彰显着时
代价值。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

“我们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
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
作”，是今日中国之时代强音。

借助电影这门全球共通的艺术语言，拉
紧人文纽带，为弘扬上合组织国家平等、互
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注入活力，上合组织
国家电影节由此应运而生。

蹑景追风，潮鸣电掣。在重庆西，乘坐
高铁前往海棠香国——永川，不到半小时便
抵达。这里就是2025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
的主场地。

出站台，行至永川东站站前广场，一座
高达6米的山茶花造型雕塑金光闪闪，格外
引人注目。它就是本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
节户外视觉设计绿化雕塑“光影映山茶·丝

路共芬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朵朵花
瓣舒展绽放；电影胶卷以流畅的环形光圈造
型，环绕在山茶花四周，寓意着上合组织各
国通过电影文化交流，在光影流转间增进理
解、凝聚共识。

走进永川城区，富有层次的立体景观
带，随处可见与电影相关的装饰和标识，让
人沉浸式感受到浓浓的电影节氛围。

电影节期间，白俄罗斯的《黑色城堡》
《彼岸》、伊朗的《柑橘园》、哈萨克斯坦的《警
钟行动》、中国的《巴扎喜事》《三大队》等20
部影片，将在电影节上角逐备受瞩目的“金
山茶奖”。

永川7家影院和重庆中心城区的16家
影院，将轮番展映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蒙古、伊朗10个国
家的参展影片，营造出属于全城的电影盛
宴，掀起一股上合文化热潮。这些影片代表
了各国电影的发展水平，既展现了上合组织
各国电影魅力和文化传统，又增进相互交
流，拉近彼此距离。

“本届电影节参赛影片承载着不同的文
化基因，蕴含了丰富的艺术表现，呈现出百
花齐放的局面。”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著
名电影制片人任仲伦表示，在本次评审中，
评委会将坚持“求异不求同”，去理解不同国
家的导演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同时又“异中
求同”，找到不同题材下那些相通的动人的
情感表达。

上合之影
用科技探索光影的无限可能

从《哪吒之魔童闹海》以震撼特效诠
释“中国式浪漫”，到中国首部虚拟现实电
影《唐宫夜宴》亮相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
节……科技，正重塑着电影产业。

在本届电影节上，“电影+科技”是又一
大亮点。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

胶片到数码……事实上，一直以来，电影工
业就是在与科技的对话中一路前进。

而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不少国家都是
电影强国。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的电影
市场均位列全球前十。面对当前全球电影
市场，积极拥抱科技，无疑是抓住了电影工
业发展的“金钥匙”。

走进永川科技片场，仿佛被拽进了科幻
电影。作为本届电影节开闭幕式的主场地，
这里已被布置成奇幻的光影世界。

作为全国首个数字科技片场，经2期建
设，这里已拥有亚洲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LED虚拟拍摄系统，涵盖虚拟制片、动捕、
数字资产、视效、渲染等顶尖生产环境，可让
剧组“拿着剧本来，带着成片走”，并实现了
从“拍重庆”到“重庆拍”的产业升级，形成了

“拍摄一部戏、培育一条链、带火一座城”的
良性发展模式。

除了主场地科技含量足以外，本届电影
节的相关活动同样科技感满满。如，作为本
届电影节的重要展示板块，电影科技成果展
将汇聚40余家国内一线企业，展陈面积近
4500平方米，聚焦“电影+科技”主题，集中
呈现AI、虚拟拍摄、动作捕捉、数字人等前
沿成果，全面展示中国影视工业化、数字化、
智能化的最新进展。

电影市场活动，将聚焦上合组织国家电
影产业的发展成果与合作潜力，举行主题演
讲、电影国际化专题圆桌、电影科技项目路
演及技术推介等。

电影合作论坛，将凸显“共创、共享、共
赢”，深化成员国影视产业合作，推动区域文
化多样性发展。永川科技影视产业对接活
动，将举行重点影视剧项目、科技影视产业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并发布《中国电影数字
制作规范》白皮书等。

以电影之名，以科技为引领，连接世界
多元文化图景，探索光影艺术的无限可能，
本届电影节将让世界看到更具想象力的“上
合光影”。

上合之声
让世界了解重庆的重要窗口

群星闪耀，巴渝常青。
本届电影节，不仅是一次国际电影艺术

盛会，一个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也是一个让世界了解重庆的重要窗口。

“（这）是一座会‘唱歌’的城市，有嘉陵
江的浪花声，有解放碑的钟声，也有巷子里

‘幺儿’的喊声……光影是一场奇妙的梦，而
重庆这座城，就是梦的美好舞台。”连日来，
以电影节为契机，王源、刘劲、张艺兴、陈建
斌、蒋勤勤、雷佳音、杨幂、胡军、张天爱、陈
可辛、周冬雨、刘畊宏等众多明星，纷纷为重
庆深情“打call”，不断冲上热搜。

事实上，凭借独特魅力和个性，重庆已经
成为全球电影人的片场和灵感之地。尤其是
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影视产业
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电影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据统计，近10年
来，重庆吸引了超过500部佳作前来取景。

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孕育了巴
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
文化、移民文化等厚重人文；形塑了壮美三
峡、绵延巴山、逶迤武陵等醉人风景……来到
这座宝藏城市，怎能满足于看完电影就走？

为让全球影人和广大观众在重庆更好
地享受文化大餐，电影节期间，重庆还将举
行“暑期电影消费季”活动，将发放总额超
10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举办“跟着电影去
旅行”活动，游客可凭电影票根，享受相关景
区景点的政策优惠，让电影的魅力从银幕延
伸到壮美的山水间；举行上合组织国家电影
节专场无人机表演，其不仅是一场视觉奇
观，是一次充满山城特色、中国味道的文化
表达，是献给世界观众的光影盛宴。

电影为媒，光影筑梦。新重庆，已在山、
水、城、夜之间，奏响光影艺术与文明交流的
华美乐章！

上合之“合”合而不凡
——写在2025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开幕之际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7月2日，作为
“渝见哈密·美美与共”系列宣传推介活动重要单元，“瓜香溢
山城·渝哈一家亲”活动在江北区观音桥广场开幕，第19届哈
密瓜节推介活动也在渝启动。来自新疆哈密的文旅使者们跨
越山海、载歌载舞，将新疆的壮丽风光与多彩风情带来重庆，
邀山城人民共赴一场西北与西南的文旅之约。

当晚的观音桥广场热闹非凡，开场舞《五彩缤纷》很快将
现场氛围点燃。随后，来自哈密和重庆的演员分别带来了精
彩表演。除了文艺演出外，主题为“豚豚请你吃瓜”的“甜蜜之
旅”第19届哈密瓜节全国推介会活动也是一大亮点。可爱豚
豚“卡皮巴拉”来到现场，在工作人员陪同下，默默地吹着冷气
扇吃哈密瓜，憨态可掬的样子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此外，哈
密瓜美食品鉴、星空密语移动主题展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也吸
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为不一样的哈密甜蜜之旅点赞。

据悉，新疆哈密“甜蜜之旅”第19届哈密瓜节将于7月11
日在哈密市体育中心开幕，持续至8月底。本届瓜节以“甜
蜜”为轴，围绕“瓜之乐、瓜之味、瓜之艺、瓜之恋、瓜之礼”五大
核心主题板块，精心策划推出40项活动。

此次推介会由哈密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国际文化影像
公司承办，设北京、广州、重庆、郑州四站，旨在让更多民众领
略哈密的大美风光，品味甜美哈密的独特魅力。

哈密文旅推介活动在渝启动

七
月
二
日
，重
庆
永
川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周
围
满
是
电
影
节
元
素
。

记
者

龙
帆

李
雨
恒

摄\

视
觉
重
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张燕

7 月 3 日，盛夏热浪和光影艺术一起
点燃人们的热情——2025 上合组织国家
电影节在重庆永川开幕。当电影节的璀
璨星光洒向大美重庆，这座人文之城也迎
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是永恒的艺术。光影之下，城
市的万种风情被定格、被记忆。山水环
绕、江峡相拥，开放包容、豪爽耿直……有
人说，“再也没有比重庆更适合拍电影的
城市”“重庆，就是为电影而生”。据不完
全统计，近 10 年间，已有 500 多部佳作选
择在重庆取景。

有限的银幕，无限的魅力。《从你的
全世界路过》《疯狂的石头》《少年的你》

《日照重庆》《人山人海》《火锅英雄》……

这一次，山城从电影取景地变为光影大
舞台。5 天时间里，重庆将举办开幕式、
影片评奖、影片展映、电影合作论坛等11
项活动，为全世界呈现一场科技赋能电
影、交流驱动产业、合作汇聚力量的精彩
盛宴。

把影视植入城市，把城市拍成电影。
走进电影院、参加电影节的人们，不仅在
感受电影的光影交错和悲欢离合，更在体
验重庆的独特气质和文化基因。城市与
电影的深度交融，带来的是比大银幕更辽
阔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和产业链接，与城市共
生。近年来，重庆科技影视产业从无到
有、拔节生长——搭建西部最大 LED 科
技棚、标准棚，全国首创数字智能置景车
间，建成“影视拍摄一站式服务”数字驾

驶舱，推出“套餐包”，构建形成“科技平
台、人才、服务”一体化服务体系，加快
完善“拍摄、制作、交易、发布”全链条生
态体系……从“拍重庆”到“重庆拍”，重
庆影视产业串珠成链，西部科技影视城日
益成型。

这种可能性，和消费共振，与城市共
荣。小小的电影票根，是拉动消费的有力
引擎。在重庆，一张电影票可以玩转一座
城——从6月15日到7月底，只要拿着国
内任何一家影院的电影票根，就可以在重
庆永川参加住露天帐篷看露天电影、影院
优惠观影等七大主题活动，享受6大商业
综合体、200余家零售、餐饮、住宿商家推
出的礼品兑换、折扣优惠等活动。电影
节，不只是单纯的光影盛宴，更是解锁城
市奇妙之旅的“钥匙”。

人人可参与，全城皆光影。这样的电
影节，时间不限于7月，影响不止于影院。
当电影与城市双向奔赴，重庆正以节聚人
气、以节促消费、以节塑气质，让人们看见
电影的蓬勃生命力，也在全球电影版图上
镌刻着独特的山城印记。而电影节自带
的国际传播力，更为城市搭建起展示文化
软实力的世界级舞台。擦亮电影这张“文
化名片”，是打造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的应有之义。

大幕已启，光影交织。到底是城市
成就了电影节，还是电影节赋能了城
市？当科技开启现实与虚拟交融的视觉
盛宴，当“跟着电影去旅行”点燃城市消
费热情，当电影与产业深度融合，当艺术
与烟火热烈相拥……重庆，已用满城星
光作答。

在重庆在重庆，，感受电影和城市的双向奔赴感受电影和城市的双向奔赴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
翰书）7月1日，重庆市第三届“三峡杯”鲜食
玉米品鉴选优交流会在璧山区健龙镇新石
村举行，共评选出3个鲜食玉米特等奖。

据悉，交流会举行前，专家组已按照外
观品质、蒸煮品质等维度，从300多个参评
品种中选出品质高、口感好、柔嫩性佳和市
场潜力大的鲜食玉米品种。在当天的交流
会中，“闽双色8号”获第三届“三峡杯”鲜食
甜玉米特等奖、“美玉23”获鲜食糯玉米特
等奖、“彩甜糯520”获鲜食甜糯玉米特等
奖。

据介绍，玉米常被划分为籽粒玉米、青

贮玉米和鲜食玉米三大类。近15年，我市
鲜食玉米种植面积从30万亩发展到60万
亩，年产量近50万吨、产值近11亿元，形成
了“糯玉米为主、甜玉米为辅”的格局，还在
潼南、綦江、璧山、奉节、酉阳等区县建成了
享誉全国的鲜食玉米生产基地。2023年，
国内鲜食玉米仅电商渠道的销售额就有
2700多亿元，市场规模巨大。“本次品鉴选

优交流会旨在推动全市鲜食玉米产业高质
量发展，发掘和推广优质鲜食玉米品种，引
导农民‘用好种、出优品、卖好价’。”活动主
办方、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称。

本次活动为何在璧山区健龙镇举行？
“我们这里地处缙云山和璧南河山环水抱之
地，不仅有适宜鲜食玉米生长的气候土壤，
还在去年与四川农业大学荣廷昭团队共建

了优质特色玉米创新研究院士工作站。”璧
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4月，他们与四
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荣廷昭团队正式签
订院士工作站建站协议，在玉米品种试种等
方面展开深度合作。院士工作站还拟在健
龙镇新石村建设优质特色玉米创新研究中
心，开展优质特色玉米品种选育与产业技术
创新研究推广。

300多个鲜食玉米品种璧山区“打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