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瞭望 郑深忠

响亮鲜明的文旅口号，对一座城市
的形象塑造与传播影响深远，能够融入
市民的日常生活，是城市软实力的集中
凝聚和体现。

“雄奇山水 新韵重庆”——重庆
文旅宣传品牌口号这8个字，是对现代
化新重庆城市之魂最精炼的概括。

山水不语自有韵，岁月无声最成
诗。“雄奇山水”是对重庆地理特征和自
然禀赋的精准捕捉，尽显“刚”的一面；

“新韵重庆”则更多地表达重庆对现代
与未来的追求，突出“柔”的一面，最终
呈现出一种刚柔并济、刚中带柔、柔中
寓刚的和谐之美、对比之妙。

重庆之韵，魅力无穷。“韵”即气韵、
神韵、韵味，可延伸为和谐、高雅、标致
等意义。发轫于重庆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又充分体现新重庆未来发展的价
值追求与实践目标的“新韵”，其“韵”究
竟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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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韵。
重庆的城市形态与大多城市不尽

相同。当大多数城市在平原上铺开横
平竖直的网格时，重庆却在一座座山峰
和一条条河流的褶皱里，生长出“3D魔
幻”的独特风韵：两江四岸，山水交融，
水在城中，城在画中，清波浊浪之间，人
们诗意栖居。

老重庆的“韵”，藏在十八梯的石阶
与吊脚楼的木缝里。依山而建的吊脚
楼，一半悬于崖壁，一半扎根土地，穿斗
式的木架结构在风雨中摇晃了上百年，
却始终保持着与山体的奇妙平衡。当
阳光穿过吊脚楼的缝隙，在青石板上投
下斑驳的光影，那是自然与人文达成的
默契。

而新重庆的“韵”，则体现在桥梁与
轨道的钢铁诗意中。黄桷湾立交的8层
匝道如同迷宫，却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
保持着车流的有序流动；李子坝轨道站
列车穿楼而过的瞬间，让人联想到“楼
上是柴米油盐的日常，楼下是呼啸而过
的远方”；菜园坝长江大桥的钢拱气势
如虹，千厮门大桥的斜拉索在夜空下划
出优美的弧线，与两岸的山脊线形成了

唯美的呼应。
这种城市之韵的妙处，在于时空的

折叠。在解放碑，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
反射着当代的繁华。在防空洞改造的
茶馆里，可以找到战时重庆的剪影。一
条轨道线，可能从地下穿入岩层，突然
又冲出地面，掠过江面，再钻进另一个
隧道——短短十分钟的路程，经历了从
地下到空中、从城市到自然的多重转
换。重庆的“韵”，正在于这种时空的压
缩与拉伸，让过去与现在、自然与人工
在立体空间里完成了无缝对接。

不仅如此，重庆还拥有独具特色的
“开往春天的列车”，百花丛中的空中漫
步，美不胜收，让无数的本地居民和外
地游客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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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之韵。
一座城市的精神，往往在危难时刻

显现出底色。重庆的精神之韵，是在战
山火、高温、洪水及各种困境中淬炼出
的坚韧。这种坚韧，如重庆市树黄葛
树，无论岩石多么坚硬，总能在缝隙中
扎根，在风雨中舒展。

抗战时期的重庆，用烽火淬炼出
“愈炸愈强”的骨气。1938年至1943年，
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
炸，城市的地面建筑几乎化为焦土，但
这座城市没有屈服。梁实秋在《雅舍小
品》里记录过那时的生活：“轰炸袭来
时，人们钻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后，茶馆
里立刻又响起了川剧的唱腔。”这城市
拥有与生俱来的坚韧和坚强。

当代重庆的精神之韵，则体现在
面对困境时的创新突围。作为老工业
基地，重庆曾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过
阵痛——三线建设时期的工厂倒闭，下
岗工人面临生计的挑战。

重庆人没有退缩，而是努力寻找
新的可能：老厂房被改造成文创园，机
床变成了雕塑，烟囱成了艺术装置；曾
经的工业重镇，如今在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中找到新的
定位，成为内陆开放的新高地。如果
没有这种“爬坡上坎”一步一个脚印的
韧劲，重庆这些年也很难发生如此的
巨变。

更动人的是普通人身上的精神微
光。几年前洪水过境时，磁器口的商户
们在水位退去后，来不及抱怨，而是拿
起水枪冲洗淤泥，第二天就挂出“正常
营业”的牌子；山火救援中，志愿者骑着
摩托车在陡峭的山路上运送物资，他们
的头盔与消防员的防护服在夜色中交

织成最动人的“星光长城”。
这些瞬间，展现的正是重庆精神的

内核：不怨天尤人，不等待观望，而是用
行动在困境中开辟生路。这种精神，不
是宏大的口号，而是融入骨血的生存智
慧，是重庆“韵”的底色。

值得一提的是，将于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促
进条例》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红岩精
神，厚植重庆城市精神”，意味着重庆城
市精神上升到地方性法规层面。这让
重庆这座城市的精神之韵多了一层制

度“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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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之韵。
重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巴

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
化、统战文化和移民文化交相辉映。在
重庆的文化基因库中，既有川江号子的
雄浑、摆手舞的豪迈，也有抗战文化的
坚韧、三线建设的赤诚。如今，这些文

化密码正在被重新编译，以更年轻的语
态融入当代生活。

大足石刻、合川钓鱼城、涪陵白鹤
梁、湖广会馆、忠县石宝寨……重庆，这
座古韵今风交织的城市，承载着无数历
史的印记。这些遗迹如同璀璨的明珠，
闪烁着历史的光芒。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庆还拥
有多个历史文化街区。比如，渝中区十
八梯传统风貌区，是“母城”文化的重要
传承延续地，承载着山城人的记忆，漫
步其中既能触摸到山城的根脉，也能感
受到时代的脉动，仿佛每一步都在聆听
这座城市的呼吸与心跳。

由重庆市川剧院创作的《江姐》《金
子》等川剧，在坚守戏曲美学特征，立足
川剧本体基础上，探索传统戏曲的当代
演绎，夺得中国舞台艺术领域政府最高
奖——文华大奖，同时为古老川剧注入
时代感、融入年轻态，让更多年轻人走
近川剧、爱上川剧。

让文脉更好延续，让文化不断焕
新。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
动的活水；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创新
的源泉。品味重庆的人文之韵，需要大
家常来重庆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的独特魅力，体验现代
化新重庆建设的蓬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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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韵。
生活之韵，藏在每一个瞬间，有欢

笑、有泪水、有失落、有期盼，需要用心
去细细品味。如美国作家海明威在《流
动的盛宴》中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
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
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
席流动的盛宴。”

重庆这座城市的生活之韵，藏在邻
里的寒暄里，躲在市井的吆喝中，融在
茶桌的龙门阵里，是最朴素也最动人的
人间烟火。重庆人快得起来为生活奔
波，也慢得下来享受生活。

过去，在重庆的街头巷尾，总能看
到这样一群人：他们身姿矫健，爬坡上
坎，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还
系着两根尼龙绳。他们穿梭在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沿街揽活，挑起货物的同
时也挑起家庭的重担，忙碌而充实。随
着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棒棒军”越来越
少了，但是他们勤劳守信、吃苦耐劳的
生活品质并没有丢失。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让老
百姓的腰包“鼓起来”，大家不仅有点钱
还有点闲，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

升。如今，去巴南华熙文体中心听一场
明星演唱会、到观音桥商圈看脱口秀表
演、自驾到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露营、
夜里约上三五好友撸串喝啤酒，这成为
不少市民日常生活的“常规操作”。

生活变美的背后，是人们对这座城
市发自内心的骄傲，是对新重庆未来发
展的满满信心。人们对自己越来越自
信，对这座城市越来越热爱，这可以从
每一个重庆人脸上的笑容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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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之韵。
重庆的美食，从来不是简单的味觉

体验，而是这座城市生存哲学的味觉表
达。在潮湿多雾的气候里，重庆人用麻
辣驱散湿寒；在爬坡上坎的劳作后，用
重味慰藉疲惫的身体。美食之韵，是重
庆人对生活最直接的回应，是酸甜苦辣
在舌尖上谱就的乐章。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道。无论是
穿行于烟火气十足的老街深巷，抑或漫
步在华灯璀璨的“两江四岸”，在重庆随
处都能与美食“撞个满怀”。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道
美食而奔赴一座城。今年4月，重庆荣
昌卤鹅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涌入
荣昌这座小城，品尝美味卤鹅。当地一系
列的宠粉措施，成功吸引了游客的眼球，
抓住了他们的胃，也留住了他们的心。

从更大范围看，得益于水陆自然
丰物，重庆成了众多美食的发扬地。
其实重庆远远不止火锅和小面，8.24万
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上还有许多地道
风味美食，足以勾起每一个老饕的“馋
虫”。

丰都麻辣鸡、潼南太安鱼、璧山兔、
梁平张鸭子、垫江石磨豆花……重庆各
个区县，区区有特色、县县有特产，美食
众多，令无数食客欲罢不能。

唇齿之间，味蕾之中，我们咀嚼的
不只是食物，品尝的不只是美味，还有
其背后浓郁的美食之韵。

近年来，重庆培育打造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持续壮大特色美食产业链，
进一步增强“重庆味道”国际影响力，

“美食之都”金字招牌越擦越亮。特别
是去年重庆首次启动重庆美食“渝味
360 碗”评选推广，遴选推出重庆特色
美食 360 道，打造了“渝味 360 碗”美食
品牌。

重庆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美食
同样如此。在重庆，粤菜、鲁菜、浙菜并
不鲜见，还有冬阴功汤、日料、烤肉等外
国菜，它们扎根在重庆的大街小巷。

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我们不妨再
借用一下海明威的那句名言，向你发出
真诚的邀请：如果你有时间来一趟重
庆，那么你此后的一生中，重庆也将与
你同在，因为重庆也有一席“流动的盛
宴”，为你停留，为你等候，我们在重庆
等你！

新韵重庆，“韵”从何来

基层治理看巴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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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老田，你这么早就过来了呀。”
“是的啊，想过来看看有啥能帮忙

的。”7月11日上午，渝中区大溪沟街
道人和街社区活动中心内，老田忙前
忙后准备茶水、果盘。这天，社区召开

“小巷茶评会”，对68号1单元加装电
梯进行意见征集，一大早，居民代表们
就陆续赶了来。

居民口中的老田便是72岁的社
区居民田亚军，他曾是辖区人和街
小学的校警，退休后组织成立“老田
群众志愿服务队”，每天穿梭在楼庭
院落开展巡逻，为居民提供志愿服
务。

十多年前，老田刚退休那会儿，在
家闲不住，便邀请老同事、老邻居组建
了一支志愿服务队。

“最初，这支队伍只有我和两三个
老伙计。”老田笑着说，放学后，他们还
要绕着人和街小学巡查，遇到在路上
嬉戏打闹的孩子，总要叮嘱几句。一
趟巡逻下来少说也得半个钟头。

后来社区得知后，便招募了周围
一些热心的居民。随着队伍的壮大，
老田这才轻松了许多。

人和街社区里，大部分都是修建
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旧居民楼，
大部分没有电梯，有的甚至有八九层
高。老田每个月都要挨家挨户收400
多户居民的物管费，整整要花上一个
星期才能跑遍所有住户。

“最头疼的是遇上不愿意交物管
费的居民。”老田叹了口气，早些年社
区环境不好，居民们憋着气，几乎每个
月都有好几户拖着不缴物管费。

一次，有一户居民拖了几个月一
直不缴物管费，老田讲了好多道理，对
方也不听。一天突然下起暴雨，老田
忘了带伞。当他叩开这户居民的门
时，浑身湿透。对方看到淋成“落汤
鸡”的老田，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不仅
当场缴清了拖欠的物管费，还主动预
缴了半年的费用。

“老田是我们社区出了名的热心
肠。”人和街社区书记鱼雪梅说，平日
里，只要看到行动不便或是拎不动菜
的居民，老田总会上前帮忙，久而久
之，这份古道热肠也赢得了居民们的
敬重。现在，社区要是遇到什么调解
不了的矛盾，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找老田”。
如今，老田终于不用再像以前那

样奔波劳碌了。
自从社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后，

斑驳的外墙披上了新装，杂物乱堆的
阴湿角落已打造成了小花园，不少楼
栋居民还自愿加装了电梯……看着家
园越变越美，居民心中的芥蒂也渐渐
消失。

“现在每到月初，大家都会主动把
物管费送到社区办公室，再也不用我
挨家挨户地爬楼梯催缴了。”老田笑着
说。

平日里，老田没事就坐在花园里
和邻居们聊天，帮社区收集居民的意
见建议。

前几年，老田的女儿曾让父母搬
到江北的新家居住，但两人住了一段
时间后还是搬了回来。“在这里住惯
了，周围都是老街坊，社区工作又这么
用心，我和老伴都舍不得走。”老田笑
着说。

渝中区人和街社区：

居民遇难事
首先想到“找老田”

承载着山城人记忆的渝中区十八梯传统风貌区，藏着老重庆的“韵”，穿斗式的
木架结构始终保持着与山体的奇妙平衡，青石板上斑驳的光影是自然与人文的默
契。（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蹲点点位：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
蹲点记者：张莎

7月24日清晨，九龙坡区渝州路
街道科园二路社区一坪小区活动室，
阳光透过窗户。77岁的钟长兴稳稳
地坐在椅子上，脖颈围着洁白的围
布。面前，80岁的志愿者、“理发师”
张祯禄手持银亮的剪刀，理发动作轻
柔而精准。

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声响，十多
分钟后，一款干净利落的平头“新鲜出
炉”。钟大爷对着镜子左照右照，笑着
说：“清爽！精神！感觉像年轻了十
岁！每月就盼着张师傅这一剪。”

这温馨日常，正是渝州路街道“渝
州帮帮剪”困难人群公益理发项目的生
动写照。

一把小剪刀，连接着大民生。为解
决辖区低保人员、残疾人、失能老人等
群体的“理发难”，渝州路街道在九龙坡
区慈善会支持下，以“渝州帮帮剪”项目
为支点，探索“专业社工赋能+志愿服
务增效”的社区慈善新模式。

“头”等大事：一把剪刀问需于民

理发对常人只是一桩小事，对许多
困难群体而言，却可能是每月要精打细
算的开支。

“在外面理发少说十几二十元，便
宜摊子难找，实在不行，只能让家里人
随便剪剪，哪还顾得上好看不好看。”渝
州路街道一位低保老人说。

“渝州帮帮剪”的种子，始于老党
员、退役军人张祯禄的个人善举。张祯
禄拥有近60年党龄，退休二十载，初心
不改，累计为邻里义务理发超千次。

渐渐地，几位同样怀揣手艺和热忱
的志愿者聚拢在他身边。在科园二路
社区支持下，一支爱心理发志愿服务队
悄然诞生。

需求如潮水般涌来，远远超出了一
个社区的范围。2024年，渝州路街道

联合重庆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辖
区76个老旧小区展开了一场精准的民
生需求“大摸排”。数据显示：80岁以
上高龄老人超2000人，低保、残疾、特
困老人逾千人，这些数字背后是成千上
万次“头发长了怎么办”的日常焦虑。

同年11月，在九龙坡区慈善会与
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的支持下，“渝
州帮帮剪”困难人群公益理发服务项目
应运而生，将零散的善心汇聚成有组织
的暖流。该项目迅速被区慈善会列为
重点项目，获7.5万元资金扶持，更在
九龙坡区志愿服务大赛中摘得“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桂冠，实现了从自发善行
到系统化、品牌化民生工程的转变。

织爱成网：设立一批“爱心理发站”

如何让这把爱心剪刀触及更多角
落，惠及更多人？“渝州帮帮剪”坚持“流
动+阵地”双轨并行，编织了一张覆盖
辖区的公益服务网。

50多位像张祯禄一样的“帮帮剪”
志愿者，身背装有推子、剪刀、梳子、围
布的简易理发包，穿梭于老旧楼栋的楼

道间，甚至深入医院病房、瘫痪老人的
床榻前。“上门一剪”，解决的不仅是“头
上之忧”，更送去了一份温暖。

暖心屋在社区里扎根。渝州路街
道精心布局，在12个小区设立了每月
定时“开张”的“爱心理发站”。每到服
务日，这里便成为社区最温情的风景
线：志愿者早早支起摊子，居民们自发
有序排队，剪刀翻飞的“咔嚓”声与邻里
间的谈笑声交织成曲。

在此基础上，街道更整合社会资
源，打造了标准化的“爱心理发屋”。白
马凼社区的“社区快剪”店就是首批挂
牌的6个“爱心理发屋”之一。店主龙
春梅本身就是“帮帮剪”的热心志愿者。

“店里理一次发10元，老人凭社区
发的‘爱心理发代金券’，个人只需付5
元，项目补贴我们5元。”她一边利落地
为一位大爷修剪一边介绍，自己每月两
次到街心花园的“爱心理发站”免费义
剪，在回馈社区的同时，也让更多中老
年人知道了她的理发店。

项目的磁力更吸引了跨界力量。
永琪美容美发公司提供专业的技术指

导和部分理发工具支持；重庆市渝中区
职业教育中心、重庆巴渝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则定期组织学生走进社区实践。

“这些学生娃手艺好，有朝气，我们看着
就高兴！”一位刚由学生志愿者理完发
的老人赞不绝口。

“义剪+”：协助居民解决生活难题

理发服务，仅仅是“渝州帮帮剪”撬
动社区治理的起点。社工和志愿者在实
践中摸索出“剪发+关怀”的温情模式。

“这些志愿者好啊！不仅给我理得
清清爽爽，还常常来陪我摆摆龙门阵，
问我米面油够不够，身体咋样，像自家
娃儿一样贴心！”独居的王婆婆摸着刚
剪好的短发，脸上洋溢着笑容。

这把“剪刀”敲开的不仅是理发需
求，更是困难群体紧闭的心门和生活困
境——行动不便的老人采购生活物资
困难，志愿者在理发闲聊中得知，便默
默记下，主动承担起定期代买并送货上
门的任务；残疾人面临就业迷茫，志愿
者在服务间隙耐心倾听，积极对接街
道、残联等，为其提供实用的就业指导
和信息桥梁；理发时，志愿者发现卧床
婆婆有褥疮风险，迅速联系社区医生处
理并指导家属护理。

据统计，项目已通过这种“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同步发现并协助解决居
民各类生活难题百余件。

如今，“义剪+”的内涵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延展：“义剪+反诈宣传”——志
愿者在理发时，见缝插针地讲解最新诈
骗手法，帮老人捂紧“钱袋子”；“义剪+
健康监测”——简单的血压测量、健康
提醒伴随着理发服务同步进行。

渝州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说，“渝州
帮帮剪”项目的价值，不止于为困难家
庭节省理发开支。更重要的是，以理发
为切口，真正走进困难群体的生活和内
心世界，成为社区感知需求、倾听呼声、
精准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的灵敏触角和
温暖纽带。

“义剪+”，解决的不仅是“头上之忧”

7月24日，龙春梅在自家的“爱心理发屋”为老人理发。
记者 张莎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