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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月 10
日 19 时，第十一届中国长江三峡国
际旅游节重要活动之一——2020世
界大河歌会在万州区江南新区三峡
文化园唱响。来自美国、古巴、喀麦
隆等国的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一起，
讴歌大河文明。歌会通过卫视直播、
网络直播等形式，将“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分享给全世界。

本届歌会由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
市文化旅游委、万州区政府承办，以“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邀请国内外多
个歌舞团、合唱团以及表演艺术家同台
献艺，演绎世界江河名曲，展现江河情
怀和三峡文化。

歌会巧妙依托山水湖城、夜景游
轮和璀璨城灯，让江面、夜景与主舞
台相互交融，构成平湖流金溢彩、长
江奔流不息、山水交融和谐的大美舞
台。同时，用1000架无人机，升上高
峡平湖上空，组成千变万化的图形，
进一步烘托了歌会氛围，使歌会集国
际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与参与
性于一体，受到现场观众和来宾一致
好评。

此外，本届歌会设置了12台摄像
机，全角度展现了演出盛况，将“壮美
长江、诗画三峡”的新画卷演绎得淋漓
尽致。

整场演出时长80分钟，分为序-
星河灿烂·家园和上善若水·大爱、汇流
成河·拼搏、激流勇进·扬帆等篇章。

序-星河灿烂·家园，以大型现代

舞蹈的方式展现。震撼的节拍，酷炫的
灯光，科技化的舞台装置，呈现出恢弘
的视觉效果，将现场观众的热情瞬间点
燃。

水，是生命之源，随物赋形而又兼
容并包，人类用一个词形容她，那就是

“爱”。歌会随即进入第一篇章上善若
水·大爱。走遍亚非拉、享誉世界的东
方歌舞团登台，以异域风情歌舞《丝路
霓裳》、朝鲜歌曲《四季的银铃》、歌曲联
唱《东南亚风情》、非洲歌舞《PATA-
PATA》等经典名曲，诠释了丰饶物美
的世界大河文明。

第二篇章汇流成河·拼搏，围绕中
国两大母亲河长江、黄河发散展开，浓
墨重彩地表现了长江、黄河文明的厚
重和多彩。《川江号子》嘹亮粗犷，具有
鲜明的人文印记，带领观众领略了坚
韧奋进、同舟同济的豪情；唱腔优美、
气势豪放的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
艳艳》《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抒发了
黄河悠长澎湃的大情大爱；具地域特
色的川藏歌舞《茶马古道》、歌伴舞《我
在三峡遇见你》旋律优美，让观众听得
如痴如醉。

第三篇章激流勇进·扬帆，以扬帆、
祝福、展望为基调，由中外表演艺术家
用不同语言，演唱了《我的太阳》
《We are the world》等名曲，展
现了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以及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最后，
歌会在国内知名艺术家王丽达演唱的
《我的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礼赞大河文明 展现三峡新画卷

世界大河歌会在万州唱响

□本报记者 韩毅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
局的重大战略。重庆地处长江上游
和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生态地位重
要、责任重大。近年来，我市持续打
好“三峡”牌，擦亮大三峡旅游黄金品
牌，让千年美景展现出新魅力、焕发
出新风采。

12月10日，第十一届中国长江三
峡国际旅游节重要活动之一——2020
长江三峡旅游发展论坛在万州举行，来
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行业精英为三峡旅
游建言献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
中心副主任叶欣梁：

港城联动
放大游轮经济带动效应

“长江游轮旅游是世界内河游轮
中设施最好、功能最全、服务最优的
旅游观光模式之一，是国际内河游轮
经济发展的典范。”叶欣梁表示。

他认为，推动长江内河游轮进一
步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加强内河游轮
发展规划设计，建立中国内河游轮旅
游发展实验区创新平台；做好顶层设
计，加强沿江游轮港区、滨水区域和城
区的旅游环境规划建设，从内河游轮
产品设计、沿线旅游景区打造、客源组
织等方面统筹协调，从整体上统筹中
下游游轮旅游发展方向、路径，构建江
海联运和水陆空立体多样化的黄金旅
游带；打造中国长江三峡旅游区，推动
长江三峡与整个长江经济帯上的沿江
地区合作；加快完善长江游轮母港建
设布局，优化和完善沿江旅游码头及
配套设施功能等。

其次，强化内河游轮服务能力提
升，建立游轮港口服务标准、游轮服务
标准、经营规范等，完善内河游轮风险
防控体系。

最后，推动“港城联动”，围绕从
“游轮码头”到“游轮港”再到“游轮
城”的转型发展目标，整合滨江岸线
和广阔腹地资源，放大游轮经济带动
效应，建设国际游轮城、特色游轮小
镇等。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主任
孙云龙：

发展集群式民宿
打造国家级康养度假区

“作为旅游新业态，民宿业不仅能
有效拉动旅游经济发展、带动消费升
级，还能盘活城乡闲置资源，尤其是乡
村民宿对乡村旅游、乡村振兴大有裨
益。”孙云龙称。

他认为，当前，我国民宿业发展已
从低端、分散的“农家乐”过渡到个性
化、情怀式民宿，并正迈向精致化、中高
端、体验化的集群式发展。

三峡库区发展民宿业的机遇和条
件优越，在资源上，有高峡平湖、大川大
山的世界级自然资源，有巴渝文化、移
民文化、诗画文化等独特人文；在区位
上，有水陆空立体交通枢纽、三峡黄金
旅游带中心节点；在市场条件上，可辐
射重庆、成都、西安、武汉，坐拥亿级游
客市场。因此打造集自然生态、人文底
蕴、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深度体验等于
一体的国家级康养度假民宿集群，前景
广阔。

他建议，三峡库区可以探索基于
社群经济的民宿发展新模式。具体路
径包括：重视顶层设计、多规合一，探
索文化主题、库区特色，整合闲置资
源、创新管理体制、鼓励多方参与，营
造社区生态、主客共享。同时，还要提
倡精致服务，制定渠道策略和社群营
销，完善支持体系和功能配套，树立行
业标准并进行有效监管，着力培育本
土人才等。

景域驴妈妈集团副总裁刑小丽：

高铁旅游
让世界重新认识三峡

“三峡是世界上人流量、物流量最
大的峡谷，在我国旅游中一直扮演着重
要角色。”刑小丽表示，高铁让中国人的
出行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高铁旅游由此
就成为朝阳产业。2025年我国“八纵
八横”建成，高铁旅游将是1万亿、2万
亿级别的“大蛋糕”。三峡旅游需要准
确把握这一市场机遇。

高铁的通达性至少可以解决三峡
旅游交通衔接的两个问题：陆路高速公
路让游客在沿途区县逗留时间短，水路

旅游受游轮线路和时间限制，不利于三
峡旅游向腹地纵深发展。

她认为，高铁时代，游客将从关注
风景到追逐生活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从

“资源竞争”转变为“体验制胜”，旅游吸
引力将由风景、风情、在地生活共同构
成。

她建议，三峡旅游拥抱高铁时代，
首先要依托万州高铁站建设一级集散
中心——大三峡旅游集散中心，辐射整
个长江三峡旅游区。同时，建设巫山、
丰都、石柱、开州等辐射片区的二级游
客集散中心。

其次，以“高峡出平湖”IP重塑三
峡新品牌，让三峡从“地理符号”转变为

“新时代文化IP符号”，涵盖大山大川
之下深入人心的景色形象、时代发展的
山水记忆、能产生情感共鸣的文化底蕴
等。

最后，空间重构，推动三峡库区从
世界级黄金水道向世界级复合型文旅
新空间转变，利用水利水域空间、腹地
乡村空间、康养度假空间、峡谷奇观空
间，与三国文化、诗歌文化、非遗文化、
巴渝文化等文化空间进行深度融合，创
作多元的复合型文旅新空间。

中国亚洲休闲产业促进会首
席专家朱至珍：

度假旅游
引领三峡游走向纵深

“伴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三峡旅游转型升级需要深耕度假市
场。”朱至珍在论坛上分享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三峡库区高品质旅游资源
富集、拥有亿级国内客源市场，近年来
旅游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也存在区域
旅游发展不平衡、产品同质化、品牌辨
识度有待提高、深度体验游不足等问
题。推动三峡度假区发展是很好的路
径。

他建议，打造三峡度假区，首先要
高水平制定总体规划，明确发展路
径。其次，推动文旅融合，以“旅游+”

“+旅游”的方式，促进一二三产业联
动发展。再次，创新业态，突出乡村性
与国际化，培育关联要素，创新旅游节
会。此外，还要精准分析资源、提炼文
化、对接市场等，打造高品质适销对路
的产品。

让三峡千年美景焕发新风采
专家学者在2020长江三峡旅游发展论坛上建言献策

论坛现场。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实习生 田静 摄/视觉重庆

12月10日，大河歌会演出现场。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实习生 田静 李思怡 摄/视觉重庆

重庆联通以涓流之势汇入脱贫攻
坚战这股江海之中，用精准、创新和智
慧的力量取得了实效。

调动一切力量
“全覆盖”推进脱贫攻坚

2018年以来，重庆联通按照中国
联通相关要求，坚持统筹推进，发挥
企业、行业和改革优势；坚持精准帮
扶，聚焦产业、民生和信息化领域；坚
持多方参与，发挥消费、公益和志愿
者作用，全面履行重庆联通在扶贫领
域的社会责任，实现由任务导向向思
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三个自
觉”转变；实现由各自为战向统一作
战转变；实现由偏重扶贫干部责任向
全员动员参与转变；实现由被动局部
解决向主动适应脱贫攻坚新要求，体
系化保障转变。

重庆联通积极完成所承担的定点
扶贫任务，覆盖27个贫困村，选派20
名驻村扶贫干部（5人担任“第一书
记”）和1名援藏干部扎根在脱贫攻坚
第一线。积极发挥行业优势，聚焦“两
不愁三保障”，在贫困地区实施了大量
的帮扶活动和帮扶项目，加快贫困地
区脱贫致富步伐。 发挥行业优势

“四步走”助力精准扶贫

重庆联通积极发挥自身行业优
势，始终绷紧思想之弦、铆足决胜之
力，责任再压实、工作再加力，通过“四
步走”助力精准扶贫走深走实。

精准扶贫方面，2018年至今重庆
联通累计投入扶贫资金和物资700万
元，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

网络扶贫方面，在重庆市贫困地
区建设投资近3千万元，新建120个
基站，完成1个区县（酉阳）、2个深度
贫困乡镇、4个行政村300米以内20
户以上人口聚居区数固网络覆盖。

资费扶贫方面，扶贫套餐实现了
贫困地区全覆盖，针对特定群体推出
精准扶贫套餐、定向扶贫套餐和爱心
助残套餐，目前资费扶贫用户1.7万

户，累计让利308万元。
消费扶贫方面，累计购买和帮助

销售贫困地区农副产品近400万元。

让爱生长
创新扶贫内容和帮扶方式

今年5·17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
日，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与中国联通
联合举办了主题为“联通力量让爱生
长”的线上国企开放日活动。

活动中，中国联通31个省级分公
司总经理走进直播间，为助力脱贫攻
坚贡献联通力量，活动参与人数达到
1500万人次，当天点赞关注人气达到
1.7 亿次，扶贫产品下单金额超过
6500万元，这是中央企业第一次全集
团总动员集中在一个时段为消费扶贫
助力。重庆联通党委书记、总经理走

进直播间带货，直播当日最高峰实现
289万观看量，扶贫产品带货金额达
到147.61万元。

据介绍，开放日活动运用VR直
播间录制与直播方式进行，通过学
习强国、央视频等平台同步直播，并
在中国联通官网、官微、官博联动宣
传，实现了中国联通快手号、客服快
手号、客服一直播号、沃钱包抖音号
多“号”和中国联通手机营业厅
APP、中国联通沃易购、联通畅视、沃
视频、沃钱包客户端多“端”开放共
同直播。

输入智慧力量
援建西藏首个“智慧河长”项目

重庆联通在派驻扶贫援藏干部的
同时，积极利用自身技术优势投入扶

贫工作，尤其在输入智慧力量上下了
功夫——

在与重庆市水利局合作提供技术
和资金，援建西藏昌都市类乌齐县“智
慧河长”示范项目，该项目根据河道网
格化管理理念，依托GIS地理信息、
GPS、基站定位、云计算、物联网、大数
据、移动通信网等技术，实现静态展
现、动态管理、常态跟踪，做到量化管
理、直观展现、方便使用，随时掌握河
流健康状况。

该项目预计今年底可建成并投入
使用，届时，色曲河系统化、精细化、科学
化信息化管理水平将大大提高，进而实
现“水清、河畅、岸绿、生态”的目标。

输血变造血
定点帮扶+公益扶贫同步走

一直以来，重庆联通重视“造血
能力”培养，聚焦产业扶贫，因地制宜
与当地政府共同探索扶贫新路。积
极协调地方政府，瞄准突出问题和薄
弱环节集中发力，确保所有扶贫项目
基本建成投产，做到早实施早见效。
通过合作社+农户+贫困户合作模
式，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指导和
带领贫困群众网上创业培育孵化。
疫情期间，扶贫干部坚守在工作岗

位，配合当地政府开展疫情防控、产
业投入、停课不停学等工作。积极打
通就业扶贫通道，疫情期间让宅在家
中“求职无门”的高校毕业生就地就
近入职工作。

另一方面，重庆联通整合内外部
资源，与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
作推出“重庆联通WO牛公益计划”，
以改善贫困山区青少年教育条件、心
理健康、通信服务为重点，每年不定期
实施帮扶。该计划号召重庆联通用户
积极捐赠通信积分，并将积分转为爱
心基金后全部划入公益基金专项账
户，专款专用于帮扶对象。项目成立
以来，已捐赠爱心公益款28万元、爱
心手机卡3000张，为重庆市100名贫
困中小学生筹集到18万元爱心公益
基金，建立 12 所“重庆联通爱心书
屋”。

重庆联通正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重任千钧再奋蹄，以坚若磐
石的理想信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发扬连续作战优良作
风，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工作力度、帮
扶力度，攻坚克难，精准施策，以实实
在在的脱贫成效向社会各界交上一
份满意答卷。

张婷
图片由重庆联通提供

精准、创新、智慧

重庆联通 聚力脱贫攻坚取实效

携手对口扶贫县开展农产品推介会

重庆联通5G建设覆盖乡村

重庆联通驻村扶贫干部帮助农
户收割水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