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奇山水”，既是重庆自然资
源的灵魂注脚，也是重庆地理风貌的
磅礴诗行，更是沉淀出了重庆人的精
神底色

“新韵”两个字是核心，很符合
重庆的气质和特点：从历史传统上看，
重庆一直勇立潮头，不断创新，给人耳
目一新之感；从发展愿景上看，创新是
动力、活力、吸引力、竞争力之所在；从
旅游属性上看，向“新”而行，是旅游的
本质特征之一。而“韵”字在重庆文旅
中的具象化表现，涵盖山之韵、水之
韵、人之韵、城之韵、美食之韵等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韩毅

“‘雄奇山水 新韵重庆’这一文旅
宣传口号，既凝练了重庆最本质的自然
禀赋和生态底色，又勾勒出重庆在新时
代的奋进气象和精神肌理，是对这座城
市‘山水魂’与‘时代韵’的双重注解，兼
具地理质感与人文张力。”7月22日，重
庆市政府参事、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会首席研
究员郭道荣对重庆文旅宣传品牌口号
进行了解读。

“在‘雄奇山水 新韵重庆’这一口
号中，‘新韵’两个字是核心，很符合重
庆的气质和特点。”杨一解读称。

在他看来，用“新”字描述重庆，至
少具有三重意涵：

从历史传统上看，重庆一直勇立潮
头，不断创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
巴文化历经3000多年历史风云，不断
发展演变，形成了融巴渝文化、三峡文
化等于一体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优
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重庆通过改革创新、体制
创新、科技创新等，因地制宜找准定位，
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展现出了锐意创
新、追求卓越的城市品质。

从发展愿景上看，创新是动力、活
力、吸引力、竞争力之所在，让创新成为
人们认知重庆的一种标识、符号，让创新
成为这座城市“创”造未来、“新”向世界
的基因和灵魂，符合全体重庆人的期待。

从旅游属性上看，向“新”而行，是
旅游的本质特征之一。重庆旅游就要
通过新业态、新空间、新体验等，不断激
发游客的旅游欲望，促进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

“而‘韵’字在重庆文旅中的具象化
表现，涵盖山之韵、水之韵、人之韵、城
之韵、美食之韵等。”杨一说。

三峡壮美、巴山绵延、武陵逶迤，形
塑了仙女山、天生三桥、金佛山、四面山
等众多风景名胜，无不彰显山之韵。

长江雄阔、嘉陵秀美、乌江如黛，形
塑了万仞高峡、幽谷林地、湖泊湿地等

绝美风景，尤其是“巴山夜雨”凝望古
今，穿越千年，无不彰显山水之韵。

伫立洪崖洞，极目远眺，流光溢彩
的灯火，把城之立体、江之灵韵、山之具
象，勾勒得如梦似幻。而这，只是城之
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重庆更以超强
气魄、超大手笔，通过规划引领、产品培
育、业态创新、服务提升、品牌推广等举
措，构建起了遗产古迹、魔幻都市、烟火
生活、城郊休闲等极具魅力的“世界山
水都市”旅游产品体系，成为了全市文
旅的核心承载区和发展引擎。

而人之韵，则表现在重庆人热情奔
放、坚韧不拔、耿直豪爽等性格特点之
上；美食之韵，表现在重庆火锅、小面等
麻辣鲜香的特色美食之上。

“‘雄奇山水 新韵重庆’这一口
号，是对这座城市‘山水魂’与‘时代韵’
的双重注解，兼具地理质感与人文张
力。”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会首
席研究员郭道荣解读道。

在他看来，“雄”指向重庆山水的壮
阔气势。长江、嘉陵江在此奔腾交汇，
切割出峡谷深壑；大巴山、武陵山巍峨
横亘，托举起重峦叠嶂；三峡的峭壁如
剑、瞿塘的夔门如门，构成“万山磅礴水
泱漭”的天地格局，尽显自然伟力的雄
浑与不可撼动。

“奇”源于重庆地貌的独特性。作
为山城，重庆打破了平面城市的常规逻
辑——房屋依山而建，道路盘旋而上，
轨道穿楼而过，江与山、城与崖交融成
立体奇观；喀斯特地貌孕育的溶洞、石
林，与悬崖上的古镇、江上的廊桥相映，

更添灵动感。
因此，“雄奇山水”，既是重庆自然

资源的灵魂注脚，也是重庆地理风貌的
磅礴诗行，更是沉淀出了重庆人的精神
底色——山的刚毅、水的包容，塑造了
巴渝儿女“爬坡上坎不服输，劈波斩浪
敢争先”的性格。

“而‘新韵重庆’，既是市域高质量
发展的时代律动，更是市民高品质生活
的幸福节拍。”郭道荣说。

“新韵”是硬核发展之韵——作为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枢纽、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核心，重庆正在强势崛起：千
厮门大桥彩虹跨江，果园港集装箱吞吐
全球，两江新区科创企业迸发活力，传
统工业基地蜕变为数字经济高地……
重庆大地处处展现着“敢为天下先”的
创新锐气。

“新韵”是柔软人文之韵。老巷的
梯坎与新楼的玻璃幕墙共存，火锅的麻
辣与咖啡馆的醇香交融，抗战遗址的沧
桑与解放碑的繁华对话，非遗川江号子
与现代街舞同台……传统与现代的碰
撞，让城市既有烟火气又有时尚感。

“衡量城市文旅宣传口号的主要标
准，就是看其引流功能是否强大。‘雄奇
山水’是立体的诗词，‘新韵重庆’是灵
动的旋律。在雄奇的底色上，重庆正以
时代为墨，谱写着关于文化传承发展、
旅游创新升级、诗与远方结伴前行的牧
歌。”郭道荣说，“雄奇山水 新韵重
庆”，音韵铿锵，诗画相融，顺口走心，易
于传播，必将能产生主客共情、近悦远
来、引流促销之效。

“雄奇山水 新韵重庆”兼具地理质感与人文张力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
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王子蒿）近
日，市生态环境局、市文旅委、市文联、
市作协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
态文化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到2027年，重庆将打造10
个精品生态文化阵地。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生
态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
要部分，大力弘扬生态文化，是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此次《方案》
的出台，旨在全面落实国家四部委《关
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
见》，推进生态文化的研究传承、传播推
广和转化。

《方案》明确，到2027年，重庆将形
成2个标志性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成果，
打造10个精品生态文化阵地，产出3个
高质量生态文艺作品，推出2条生态文
化旅游精品线路；到2030年，形成一批
标志性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成果，打造一
批多样化生态文化阵地，产出一批高质
量生态文艺作品，推出一批生态文化特
色旅游精品线路，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
更加丰富；到2035年，生态文化建设、
管理和传播体制机制持续完善，以生态
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逐步
健全，生态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更
加有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
生态文明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提
升。

为实现上述目标，《方案》聚焦理论
研究、阵地打造、文艺创作、文旅融合四
大维度，提出了16项具体举措。

在理论研究方面，重庆将筑牢生态
理论根基，通过发布生态文化蓝皮书、
建好生态文明传播研究中心等方式，推
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入心入脑。具
体而言，支持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生态
文化课题研究，每年发布重庆生态文化
建设蓝皮书；健全生态文明传播研究中
心工作机制，定期发布生态文明传播指
数、生态文化推广与传播等研究成果。

生态文化阵地打造是此次方案的重
点之一。重庆将建设博物馆生态文化新
阵地、生态文化实践新场所等多种类型
的阵地，拓展生态文化体验空间。未来，
市民有望在生态文化主题公园、世界遗
产中的生态文化阵地、“青山书角”生态
文化空间等地，近距离感受生态文化的
魅力。

在创作高质量生态文艺作品方面，
重庆将征集评选一批生态文艺作品，开

展最美生态环保人评选，生动展现生态
文明建设成效。同时，将深化“二十四节
气”等生态文化品牌活动，建设非遗工
坊，推动新兴文艺类型服务生态文明领
域。

在推出生态文化特色旅游精品线
路方面，重庆将依托长江、嘉陵江等生
态旅游碧道和山城步道，培育打造生态
旅游精品线路。此外，还将鼓励各地培
育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打造美丽乡村生
态文化体验线路，评选美丽河湖生态文
化旅游精品线路，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
同时，领略生态文化的内涵。

《方案》还强调，要在人才培养、鼓
励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支持生态文化建
设等方面加强保障，开展生态文化建设
试点和成效评估，征集生态文化建设典
型案例，形成生态文化建设样板，引领
和带动各地生态文化发展。

拓展市民生态文化体验空间

未来3年重庆将建10个精品生态文化阵地

7月22日，大渡口区义渡古镇红旭
防溺水警示教育基地，救援队队员正介
绍救援技能及装备应用。

近日，红旭水上救援队线上指挥平
台与红旭防溺水警示教育基地同步启
用，为安全再添科技力量。该指挥平台
集智能预警、无人机喊话、快速响应于一
体，让 34 公里江岸线的守护更精准高
效。另一边，占地1000平方米的红旭防
溺水警示教育基地，以“预防为主、教育
为先、实战为重”为核心理念，分为多个
功能区，构筑“教育+体验+预防”的长效
机制。

记者 郑宇 实习生 董存春
摄/视觉重庆

红旭水上救援队

防 溺 水 警示
教育基地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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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贺书琛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
荣旗，抗联英雄园松林苍翠，一尊勒
马扬蹄、奋勇呼喊的铜像气势如虹。
这尊铜像描绘的是东北抗联名将冯
治纲率军冲杀的场景。1940年，阿
荣旗这片土地上，冯治纲在与日军激
战中牺牲，年仅32岁。

“有一位抗联将军冯治纲，带领
骑兵跋涉在西征路上。他驱逐日寇
保卫家乡，他英勇善战美名扬。”呼
伦贝尔东北抗联纪念馆讲解员冯丽
霞根据英烈事迹创作了歌曲，用歌
声缅怀这位东北抗日联军著名指挥
员。

冯治纲1908年出生于吉林省，
成长于黑龙江省汤原县。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冯治纲回乡务农，后进
入当地一家金矿工作。次年，冯治纲
与兄长冯治国一起加入护矿队，利用
金矿枪械进行对敌斗争。此时护矿
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汤原游击队
已有联络。

1934年，一次惨烈战斗后，护矿
队成员所剩无几，冯治国牺牲，冯治
纲组织仅存力量成立文武队，与日伪
军周旋斗争。这支队伍以红军纪律
为规章制度，一年时间发展成为60
余人的战斗力量。

1935年秋，文武队加入汤原游
击总队，冯治纲任中队长。在小兴安
岭地区，冯治纲等人拔伪军据点、缴
敌军枪械，不断壮大敌后武装势力。
次年1月，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冯治纲任第三团
团长。在军长夏云杰带领下，这支部
队先后取得“智取老钱柜”“奇袭鹤岗
煤矿”“拦截日军火车”“伏击尹家大
院”多次战斗胜利，智勇双全的冯治

纲屡立奇功。
1936年 6月，冯治纲正式加入

中国共产党，以战火淬炼信仰，成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谋长。在
敌军“篦梳式”多兵种密集围堵下，冯
治纲率队顶朔风、忍饥寒、破重围，如
一把尖刀刺向数倍于我之敌。1937
年，冯治纲指挥部队夜袭汤原县城，
营救出数十名各方人士，重创敌军。
日军战报中这样描述这场战斗：“此
战我方损失是很大的……掠走迫击
炮三、轻机三、步枪三十、炮弹九十
六、枪弹三万五千粒。”

1939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8周年之际，冯治纲率部力克讷河县
城，俘虏伪军团长、解救被捕志士、缴
获大量物资，极大振奋军民斗志。冯
治纲部半年时间与敌作战70余次，
成为敌军“眼中钉、肉中刺”。

1940年1月14日，冯治纲在就
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龙江北部指挥
部指挥时说：“旋念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遂不能不以高度之革命热诚效忠
祖国，矢竭愚忱，誓必与日寇周旋于
龙江旷野。”半个多月后，冯治纲行军
至阿荣旗三岔河一带，登山观察敌情
时与日军遭遇，不幸牺牲。3天后的
农历除夕夜，阿荣旗一片寂寥，密林
之中满是悲愤热泪。

“血染征衣，壮志未酬恨无极。
慷慨捐躯痛别离。旌间铭题，雪前
仇，永弗替，追悼烈士，腊月二十七。”
时有挽词，不胜悲悯。

每逢腊月二十七，冯治纲殉难处
碑石旁、抗联英雄园奋勇策马的铜雕
前，总是布满鲜花。“救亡壮志永矢兮
弗谖。”冯治纲生前就职的东北抗联
第三路军的歌声，在兴安岭苍翠松林
中永远回荡。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22日电）

抗联将冯治纲 保家乡美名扬

（上接1版）通过整合优势创新力量
和资源要素，一体推进基础研究、技
术创新和应用开发，一体推进科技、
教育和人才工作，一体推进科技创新
和机制创新，解决一批前瞻性、引领
性、关键性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问
题，集聚一批顶尖和优秀人才团队，
转化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培育发展一
批未来产业。

换言之，重庆实验室要让科研
“顶天”又“立地”，要“仰望星空”，但
绝不是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做
重庆“跳一跳、够得着”的事。

自启动筹建以来，各实验室围绕
这一目标任务，全速推进建设——

金凤实验室聚焦病理诊断，有机
整合检验和影像学科的“重大疾病的
下一代诊断”研究，建成8个高能级
科研平台，拥有超4000台套仪器设
备，建成国内最大脑胶质瘤多模态数
据库，已取得13项原创性成果。

今年4月，金凤智慧病理中心正
式启动建设，这也是我国首个智慧病
理领域协同创新平台。

“精准医学归根到底是精准治
疗，精准治疗的前提是精准诊断，而
精准诊断的核心是病理。”卞修武介
绍，随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AI+病
理”成为全球智慧医疗研究热点。金
凤智慧病理中心的定位是病理大数
据建设与应用协同创新平台，依靠跨
学科专家资源，依托金凤实验室开展
有组织科研攻关，实现从“经验看病”
向“智慧算病”的跨越。

嘉陵江实验室汇聚了重庆大学
信息学部、工程学部、医学部、理学部
等10余个学院的优势资源，重点开
展数智基座、关键部组件、仪器和光
电芯片等7个方面的关键核心技术和
产业化应用研究。目前，已聚集超
200名科研人员，建设了智能机器人
等6个科研平台。

在筹建过程中，嘉陵江实验室已
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打造智慧物流和交通研究中心、微纳
器件及微系统研究中心、智能装备联
合创新中心等，并与多家企业在智能
机器人、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等
领域开展了产学研深度合作。

自2024年11月筹建挂牌至今，
明月湖实验室已牵头获批中国产学
研镁固态储氢材料联合实验室、中国
新型储能材料和装备协同创新平
台。同时，以材料大数据及智能设计
（AI+材料）为基础，聚焦新型储能材
料、高性能轻量化材料等核心领域，
围绕“科创+产业”大展拳脚。

全球最大一体压铸镁合金后车体
白车身在赛力斯成功试制，镁电池电芯
研究和中试正快速推进，镁储氢技术和
宝武镁业合作向产业化推进……潘复
生表示，明月湖实验室要服务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引领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
来产业谋划布局，持续不断提升原始创
新力、核心竞争力和战略发展力，最终
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材料科创高
地、人才高地和产业化高地。

机制改革
激活创新活力

重庆实验室不仅是科技创新的
策源地、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器，还
将打造成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
包括创新管理机制、开展有组织科
研、探索科产金协同机制、创新引才
用才机制等。

比如，在开展有组织科研方面，
重庆实验室可按照“中心+网络”的
组织架构，积极探索“院士领衔、部市
共建、市区协同、多方参与”的联动机
制，同时被赋予组织实施全市相关领
域重大科研专项和科研项目的自主
立项权。

在探索科产金协同机制方面，系
统化推进“源头创新—成果转化—产
品开发—市场应用—产业化生产—
集群化发展”，以“技术+资本”促进
成果转化，支持科技团队创办科技型
企业，运用市场化、专业化方式促进
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重庆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试
行）》也提出，鼓励重庆实验室跨部
门、跨地区、跨领域整合市内外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力
量，形成以重庆实验室为主体、各类
优质创新资源协同合作的创新格
局。

创新改革的基因，从各实验室启
动筹建之初就被植入，如今已在开展
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过程中显现。

金凤实验室何永红团队在开展
医学光学智能病理装备项目研究的
过程中，成功孵化一家科技企业，研
发出国内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荧光明场多功能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为推动创新产品的产业化和商业
化，金凤实验室智慧诊疗器械中心帮
助企业搭建平台，实现了产品样机生
产，并通过优先审评通道，帮助该系统
成功获批Ⅱ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从申
报注册到获证，用时不到3个月。

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明月湖
实验室就有自己的引才之道，通过创
新科研管理制度等，吸引全球人才。
比如，在实验室形成的“核心+卫星+
网络（离岸）”研发基地体系下，高水平
人才想要加入明月湖实验室，不一定
要到重庆本地工作，也可以在海外离
岸进行科研工作。

从去年11月筹建挂牌至今，明
月湖实验室已经组建了超400人规
模的研究团队，短短半年多时间，团
队规模翻了近一番。

据了解，重庆实验室挂牌建设期
是3年，其间，我市有关部门将“一室
一策”统筹科技、人才、产业、教育等
市级相关政策和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接下
来，我市将全力打造四大重庆实验
室，推动金凤实验室集聚高水平人才
团队，尽快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
推动嘉陵江实验室、明月湖实验室挂
牌后加快建设；尽快启动筹建广阳湾
实验室。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夏元）7月22日，中电算力科技应
用（北京）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电算力重庆分公司）与重庆方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振科技）在渝
签署共同推动“东数西算”“疆算入渝”
战略落地战略合作协议，将落地“疆算
入渝”工程实际应用到产业场景，推动
西部算力优势赋能我市千行百业。

据介绍，中电算力是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支撑国家“东数西
算”“疆算入渝”战略专门成立的专业公
司，是算力基础设施集成商、算力服务
提供商、算力应用与数据开发商、中电

智算体系安全践行者；方振科技则是通
过依托华智集团全链条整合，构建起从
底层算力到海量数据、再到各类应用场
景的闭环服务体系的数字企业，在全链
条整合、智能算法研发、AI应用开发等
方面具有技术优势。

按照合作内容，签约双方将合力共
建“疆算入渝”产业应用落地示范平台，
其中方振科技将整合AI营销、企业智
能体等自研AI工具，为企业营销领域
赋能；中电算力重庆分公司将提供算力
支持，同时防止企业和个人数据泄露与
滥用。

例如，在大健康与AI+未来生活领

域，方振科技凭借全链条整合能力，自
主研发数字永生平台及大健康赛道的
专属AI应用平台，可全方位赋能大健
康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等群体，同时这些高端定制化服务将逐
步普及，惠及广大民众。

而中电算力将在此次合作中通过
“管—察—防—监”闭环的数据安全保
障手段，在个人及企业数据安全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形成覆盖“安全管理体系
构建、安全服务监控、敏感数据发现、敏
感数据保护”的全流程、全方位数据安
全保护网络。

另外，在企业智能升级与管理优

化方面，方振科技将利用EMAI企业
智能体协同中台，为企业提供定制化
智能办公、智能生产、智能管理等解决
方案，并通过智能算法优化企业流程，
提升经营效率与决策科学性；中电算
力重庆分公司则提供优质优价的高性
能算力基础设施支持，满足企业智算
需求，保障智能算法高效运行与数据
快速处理。

据统计，目前我市智能算力已广泛
应用于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智能网联
汽车、工业制造等多个领域，建立了
421个模型与算法应用，覆盖多个行业
场景。

渝企合力实施“AI+算力”推动“疆算入渝”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