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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南岸正全力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作为创
建工作重要载体的南岸区图书馆
紧抓创建契机，转变公共文化服务
理念，深化总分馆建设，创新“图书
馆+”服务模式，建设15分钟全民
阅读圈，着力增强广大市民的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

“十三五”时期，南岸区图书
馆以“普遍均等、惠及全民”为根
本原则，深化免费开放，做好读者
服务，图书借还量达 157.16 万余
册次，图书借还人次66.30万余人
次；开展讲座、展览、培训等各类
阅读推广活动 600 余场次，打造
图书馆分馆 100 家、有声图书馆
24 家、有声社区 15 个，采购编目
著录图书 195508 册、期刊 666 种
44259册，满足了新时代背景下广
大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自觉承
担起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

该馆先后荣获中图学会“全
民阅读先进单位”“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中国图书馆最美故事”系
列风采展示活动之创新案例奖、
重庆市免费开放绩效评价“一等
馆”、第三届“阅读之星”重庆市民
诵读大赛活动组织奖、2020 年重
庆市“少年儿童爱心接力服务”活
动优秀组织奖等多项国家级省部
级称号。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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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晒”给力聚人气
文旅发展显活力

拍摄于南山天矶台景区

精典书店 摄/郭旭

南山植物园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第六届诗歌节活动现场

诗韵南岸 文旅互融

“江之南，城之岸，绿水绕青
山。风蓝蓝，梦蓝蓝，大江一支歌，
烟雨花满岸。呼归石的情浓浓，龙
门浩的月澹澹。黄葛古道好登攀，
南滨路的夜斑斓……”7月23日，歌
曲《南岸》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引发
不少南岸人共鸣。

这首歌的词作者朱高建在创作
《南岸》之前，已为南岸众多景点量
身创作了诗词。“呼归石未归，此声
已入海。”“最好烟雨海棠生，黄葛晚
渡一江灯。”“飞雪从容红烂漫，黄葛
古道好攀登。”“慈云如意渡白象，浪
打钟声落月中”等诗句，意境合一，
皆是南岸情怀。

诗歌的背后，是美景与历史的
沉淀。歌词中所提呼归石、龙门浩、
黄葛古道、南滨路、南之山、慈云寺
等，皆为南岸知名景点。

饱含古往今来文人骚客诗情画
意和深厚情感的诗词歌赋，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7日，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在南岸区弹子石
广场闭幕。

本届诗歌节是川渝推动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设重大项目，以“一场开
幕式暨文艺演出+3场诗歌节论坛+N
次诗人采风、诗歌音乐会和29场群众
广泛参与的诗歌文化活动”方式，于
11月1日-7日在成渝两地举行。

诗歌节期间，南岸举办了“山水
有诗画”音舞诗画品鉴会和《向阳而
生》新书分享会等活动。诗人们先后
到南岸区特教中心、南湖社区、广阳岛
采风，开展诗歌进学校、进社区、进景
区、进商区、进书店等社区互动活动。

同期发布的10条“诗歌之旅”旅
游精品线路中，有两条位于南岸，分
别是以黄葛古道、涂山寺、南山植物
园、抗战遗址博物馆、老君洞为看点
的“南山线”和以弹子石老街、龙门浩
老街、米市街为看点的“南滨线”。

多彩活动 声名远播

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是南岸文旅发展的重要工作。
今年，南岸区文旅委与成都市龙泉

驿区文旅体局建立常态对接联系机
制，促进两地文旅体发展深度融合。

南岸以传统节日为切入点，实
现文化共建。除本届诗歌节外，还
举办了“成渝地·巴蜀情”2020年成
渝两地文旅联动非遗中秋传习活
动，达成成渝区域文化馆联盟。

以精品线路为切入点，实现旅
游共享。突出弹子石老街开埠文化
与城市九级坡地地貌特色，提升大
型实景旅游演艺水平，打造国家5A
级长嘉汇大景区。串联南滨路“网
红景点”和龙门浩、黄桷桠、九街壹
华里等历史文化街区，形成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文旅精品线路集群。

以惠民政策为切入点，实现文
旅共兴。两地同步开启“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自由行”活动，实施门票优
惠、停车免费等系列旅游优惠互惠
措施，宣传推广14条成渝精品旅游
线路。

和本届诗歌节一样，丰富多彩
的文旅体活动在促进成渝、川渝文
旅体发展深度融合的同时，也不断
提升着南岸的城市影响力和品牌价
值。

今年，南岸成功举办全市首场
“抗疫”主题空中音乐会，吸引近100
万人次关注和互动，并得到多家中
央和地方主流媒体报道；开展“齐心
协艺·同心抗疫”主题文艺作品征集
活动，征集美术、书法、摄影、音乐等
文艺作品300余件，多个作品入选

新华社、学习强国、华龙网等国家
级、市级媒体举办的主题活动展
示。组织开展“文化下基层节气行·
送春联”、清明节传统习俗展、“以书
为伴·阅享人生”等活动 100余场
次。抓好全民体育和竞技体育工
作，重马、女子半程马拉松等系列赛
事影响力持续攀升。

光影无限 创建梦圆

12月20日，主题为“重启光影·
成就梦想”的第三届重庆先锋艺术
电影展暨颁奖典礼在南滨路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举行，开启了一
场光影盛宴。

先锋艺术电影展发起于2018
年，由美视电影学院名誉院长张国
立担纲总指导，现已成为南岸重大
的文化盛会，也是重庆市级五大影
展之一。前两届影展共征集影片
358部，吸引超6万人线下观影，10
万余人参与线下主题活动。本届影
展组委会共收到投片500余部，数
量质量均较前两届有所提升。

南岸自然风光旖旎，历史底蕴
厚重。不少优秀的影片都曾在南岸
取景，催生出一批网红打卡地。电
影也成为南岸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的重要载体。

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的举办，
将进一步挖掘和扶持全国青年艺术
电影人才，带动艺术影片发展，孵化
优质艺术电影创作项目，促进艺术
电影与产业融合发展。

11月26日，国家文旅部官网公
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拟命
名名单”，“重庆市南滨路文化产业
园”榜上有名。12月29日，推动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电视电话会
议宣读首批创建成功的9家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名单，南滨路正
式喜提“国字号”招牌。

被誉为“重庆外滩”的南滨路，
是重庆国际开放的肇始之地，引领
重庆乃至西部近代风气之先。其开
埠文化遗址占整个重庆的80%以
上，龙门浩码头是我国最早的内陆
通商口岸。如何赋予这些文化遗存
新的时代内涵与功能价值，使其活
在当下、服务当代？

2015年，南岸区提出了以南滨
路为核心，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的发展构想，并于当年正式
启动创建工作。2017年南滨路文化
产业园区成功获得首批国家级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创建资格。2018年，
正式进入三年创建期。

就在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示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拟命名
名单》当月，市文旅委也公布了拟认
定“南山旅游度假区”为市级旅游度
假区的好消息。

南滨路、南山的双双“晋级”，无
疑为南岸区“十三五”收官划上了一
个圆满的句号。在此基础上，今年
南岸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已通过初验，正朝着争创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的目标奋力前行。

项目活化 产业勃兴

南滨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是南岸文旅体发展布局的重要落
子。在这里，由安达森洋行改建的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开馆在即。届
时，喝角楼咖啡、品故宫文化将成为
南岸之行的又一热门选择。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何以择址
南滨路？

1933年，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部
分故宫文物分批次运出北平保护。
其中部分文物经过多地辗转来到重
庆。长江南滨路的安达森洋行成为
存放点之一，保存了共计3694箱文
物，保存时间从1946年1月到1947
年5月。

历史将南岸和故宫联系在了一
起。今年，南岸大力推动故宫文物
南迁纪念馆尽快开馆，先后接待包
括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在内
的各级领导调研考察20余场次，项
目推进情况得到多方高度评价。

“活起来的文物，才更有生命
力！”南岸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说。

正如所言，除了故宫文物南迁
纪念馆正在破茧，今年南岸区一系
列文旅重点项目也在“活化”之中
——觉林寺报恩塔修缮工程和茶园
艺术中心主体工程建设完成；弹子
石摩崖造像保护修缮工程开工；开
埠文化遗址公园进场施工……

产业的活化，离不开投资的“活
水”。今年，南岸加强与国内知名企
业合作对接，分别与北京网易、阿里
体育、成都腾讯、重庆旅投、华体电
竞签署合作协议，打造网易文创数
字经济产业园项目、阿里体育西南
地区总部落户南岸、腾讯新文创（重
庆）文旅融合、重庆游乐园、电子竞
技数娱小镇等项目。

预计在未来3年，南岸数字经济
产业产值将突破100亿元，新增就
业岗位超1000人，实现税收收入超
1亿元。这无疑又将极大促进南岸
文旅体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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