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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晒”亮眼 巴山渝水绽放新魅力

（（七七））

核
心
提
示

享重庆美食、赏一城灯火、枕涛声入眠……上周末，在朝天门11码头，甘
肃游客马佳颖打卡了游轮周末“微度假”新服务。受疫情影响，长江豪华游
轮难以成航，利用停泊在码头的船上设施，创新推出水上酒店、环球美食、K
歌娱乐等新产品，很快成为网红打卡、恋人约会、朋友聚餐、商务婚庆的热
门之地。

今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摁下全国文旅行业的“暂停
键”。复工复产有序开展后，重庆市抓大文旅、促品质化，推进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促进“双晒”流量变现，发放消费券激活市场，创新业态满足新需
要，坚持疫情防控和文旅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在开拓奋进中破难攻坚，文旅
业呈现出良好向上发展态势。

宣传营销：“双晒”全媒体

传播受众达 37亿人次，区县

长“双晒”直播在线观看超6.2
亿人次。iChongqing网站在海

外社交媒体发布推文8100多

条，视频1200多条。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川渝两地文旅部门签订合作协

议 3个，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15项合作，建立文物保

护利用11项协作，强化文旅公

共服务13项联动，建立旅游市

场监管6项协作机制。

图书馆建设：新建区县图

书馆分馆 44个、文化馆分馆

48个、24小时图书馆8个。

考古发掘：完成考古项目

90项，考古发掘约 2.5万平

方米。完成 81个建设工程文

物勘探与发掘，勘探面积 39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1.64万
平方米，出土文物标本 2011
件/套。

博物馆建设：全市现建成

博物馆105家，策划推出精品

展览 240 个，开展社教活动

1608场次，670余万人次走

进博物馆。

数读文旅>>>

□本报记者 韩毅

12月28日，一股寒潮裹挟着雪花，为武隆
懒坝换上“冬装”，心跳博物馆、竹音剧院、巨人雕
塑、月球博物馆、懒坝美术馆等创意IP，在雪景
映衬下充满诗意。这个今年7月才正式营业的
新景区，已取购票人数超20万、综合收入3000
多万元的骄人成绩。

“目前，景区属于淡季，但日均游客量仍超千
人，周末更是一房难求，在疫情背景下，远远超过
我们的预期。”懒坝国际禅境艺术度假区负责人
陈勇称。

在陈勇看来，该度假区能快速“火”起来，是
摒弃了以“资源为导向”的传统景区开发模式，用

艺术介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实现了创新性发
展。

更重要的是，度假区重点选择了当代国际艺
术为切入点，打造了众多“自带流量”的作品，涵
盖绘画、装置、雕塑、行为等类别，拉近了与普通
观众的距离。据陈勇介绍，他们在对艺术作品的
筛选上，注重亲民性、参与性、在地性、生态性、多
样性、功能性，力争让每件作品都融入环境、融入

乡村、融入观众、融入农民的生活。
无独有偶，在酉阳板溪镇，制造大量“粉红泡

泡”的叠石花谷，今年同样“火”出了圈。今年3
月开园至今，接待游客约2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2000多万元。

“在四季与叠石花谷之间，我们负责浪
漫……”游客发出如此观感。该景区在一个荒
石滩上，就地取材，垒石成景，巧妙地把文化、旅

游、艺术、扶贫等结合起来，接地气、有温度，极具
感染力。

不止如此，12月24日，重庆“打卡巴渝美
景”全媒体推介活动正式启动，首批共遴选出
50 个有品质、有市场提升空间的景区景点，
重庆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沙坪坝融创文旅城
渝乐小镇、南川东街、秀山川河盖等景区，都是
自然、人文、历史、现代等元素交融荟萃的新
场域。

市文化旅游委数据显示：2020年，重庆共推
进了三峡云端生态康养小镇等76个文化旅游市
级重大项目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50.5亿元，高
质量、高品质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动能正在不断
增强。

融入新业态

营造出山水之城的“造梦空间”

“丁真是四川的，也是……”上个月，各大官
博在网络上，上演了一部大型“抢人”连续剧，“甜
野男孩”丁真成为全国焦点。

川渝官媒网上互动，引来粉丝点赞无
数——“川渝，自古是一家，四川很大，加上重庆
就更大了”。四川媒体很快回应：“小手一牵，岁
岁年年。”

事实上，这并非川渝首次甜蜜互动。4月29
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专项工作组联席会第
一次会议在渝召开。

在充满巴蜀乡音的热烈讨论中，川渝两地文
旅部门审议通过了《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工作机制（送审稿）》等多个方案，建立了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设专项小组机制、联合办公机制、

联席会议机制、信息通报机制等4项机制。双方
郑重签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合
作协议》。协议“干货”满满，包括“深化合作 促
进文化旅游资源开放共享”“加强连通 协同打
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等5个方面共15项内容，
共建共享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加快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紧接着，渝中区与青羊区、南川区与都江堰

市、北碚区与绵阳市等频频互动，掀起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序曲。

5月16日，伴随一声响亮的川江号子，“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自由行”活动又在成都和重庆
同步启动。百万门票互赠、十条条精品线路互
推……百万川渝游客因此踏上“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自由行”浪漫之旅。

6月22日，川渝两地文旅部门再次聚首，签

署了《成渝地区文化旅游公共服务协同发展
“12343”合作协议》，进一步细化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内容。

按照协议，双方将重点推动文化旅游基础设
施提档升级工程、巴蜀文献保护利用工程两大重
点工程，共育三大区域品牌：“成渝地·巴蜀情”区
域文化活动品牌、中国西部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
服务品牌、成渝地区文化旅游公共服务数字化品
牌。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重庆分中心发布的
《川渝两地旅游口碑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目
前，川渝互为对方最大的游客客源地。推进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川渝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新
格局正在形成。

融入新战略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构建发展新局面

做好疫情防控，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两
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6月起，在延续和深化

“晒文化·晒风景”成果基础上，在市委宣传部、市
委网信办、市文化旅游委的精心策划下，我市启
动了新意叠加的“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大型
文旅推介活动。

全市38个区县和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
盛经开区相继亮相，盘点山水颜值、细梳人文气
质，掀起大“探矿”、大“赛宝”，策划推出5个作
品，其中创新推出了“区长县长‘双晒’直播”和

“云上文旅馆”两个作品，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效
能，践行数字文旅发展新模式。

“勒不是香肠，勒是乡愁”“在云
阳停得下的是脚步，停不下的

是嘴巴”“南岸的好，心中的草，拔得好也要拔得
早”……接地气的语言、有温度的推介、创意十足
的呈现，各区县的优美“独唱”，共同融汇成了“山
水之城·美丽之地”的文旅“大合唱”，让重庆旅游
产品“美”起来、文化品牌“亮”起来、文创产业

“活”起来，被新华社称为“为中国文旅产业复苏
‘打了个样’”。

数据显示，本次“双晒”全媒体传播受众达

37亿人次，区县长“双晒”直播在线观看超6.2亿
人次，有力地营造了文旅营销氛围。

依托本次“双晒”，重庆还推出了上百条“周
末游”“乡村游”线路以及大量精品文创产品，直
接实现文旅消费上亿元。

丰都联合大足、长寿开展“旅游+扶贫”帮扶活
动5场，实现消费收入1200万元；黔江围绕“生态
原乡·清新黔江”加大文创产品培育，让旅游消费扶

贫搭上“互联网+”的快车；云阳举办乡镇长“双晒”
直播约40场，直接拉动扶贫农特产品销售约3000
万元；开州借“双晒”热度扩大招商引资，新签项
目20余个，吸引创业返乡投资约11亿元等。

“本次‘双晒’让资源变产品、人气变财气、流量
变销量，促进了我市文旅融合发展和文旅市场开
拓，助推了消费和经济复苏，持续推介了重庆城市
形象，实现了多元共赢。”主办方相关负责人称。

今年，我市还赴山东举办了“十万山东人游
重庆”重庆文旅推介活动，联合丹麦哥本哈根中
国文化中心通过线上方式开展重庆美食、云游重
庆等专题宣传推介，与泰国国家旅游局、莫斯科
旅游委多次开展线上交流推介会议等，把文旅的

“草”种到了全球游客的心底。

融入新理念

“双晒”成果转化成发展新动能

文旅融合，是顺应时代之需。融合之道，需以文
促旅，用文化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位；以旅彰
文，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实现“诗与远
方”的交融。

据介绍，2020 年，我市文艺创作推进有
力。川剧《江姐》、京剧《秦良玉》入选2020年
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歌剧《一
江清水向东流》入选 2020—2021 年度“中国
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向
前进——重庆美术馆藏李少言《一二〇师在华
北》木刻组画展”入选2020年全国美术馆馆藏

精品展出季活动目录，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
奇》《绝境铸剑》获第32届“飞天奖”优秀电视
剧大奖等。

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稳妥推进。实施石窟寺
及石刻、大遗址等重点文物保护项目263个，完
成大足石刻宝顶山大佛湾数字化、合川涞滩二佛
寺摩崖造像修缮保护、潼南千佛崖抢险加固等重
点工程，世界最大半身卧佛造像大足石刻卧佛修
缮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考古发掘成果突出。完成考古项目90项，
考古发掘约2.5万平方米，取得系列重要发现。

忠县皇华岛发现川渝地区结构最完整、保存最完
好的江心岛南宋城址，九龙坡区冬笋坝遗址发现
墓葬28座，出土文物200余件，为研究巴文化融
入汉文化进程提供重要实证。

博物馆建设提质增效明显。全市博物馆达
105家，策划推出精品展览240个，开展社教活
动1608场次，670余万人次走进博物馆。工业
博物馆《百年风华—重庆工业发展史》获第十七
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渝东北三峡库区文旅多点发力。目前，渝东
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共建成A级旅游景区78家，
其中5A级2家，推出了“水上巴士”旅游产品、三
峡之巅等一批新景区新产品。

渝东南武陵山区文旅全面破题，正致力打造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点、乌江画廊旅游示范
带、武陵山区民俗风情生态旅游示范区，以及着
力丰富文旅融合产品业态等。

融入新格局

“近悦远来”让更多人爱上重庆

十
月
五
日
，游
客
正
在
欣
赏
重
庆
夜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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