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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论坛

□徐剑锋

今年春晚，以《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创作
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收获观众好评。据
重庆日报报道，两江新区以《千里江山图》为
原型的“画游千里江山——故宫沉浸艺术
展”4日在礼嘉智慧公园重新开门迎客，首日
便吸引上千游客前往“打卡”。

一项项富有重庆地域特色、彰显节日文
化特征的活动蓬勃开展，让市民游客“春节

天天乐”有了新选择，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注入了新活力。

这几年，重庆的年味一点没淡，反而越
来越浓，归根结底，就在于文化一直在唱主
角。无论是挥春送福、文艺演出，还是醒狮
贺岁、主题展览，这些文化活动共同特点是
内涵丰富、喜闻乐见、参与性强。文化过年
怎么过？就是要在从紧从严从实做好疫情
常态化防控的前提下，通过深化文化惠民工
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电影院、图
书馆、博物馆等文化场馆作用，健全“文化+
体育”“文化+旅游”等机制，为市民游客提供
更加充盈的文化养分，让每一个人都能尽情
唱起来、跳起来、嗨起来，咀嚼浓郁的年味，
感受年俗的魅力，重温文化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既坚守
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
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
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
神。贴春联、挂花灯、舞龙狮是文化，穿新
衣、发压岁钱也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
春节文化植根于千家万户，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和思想精华。继
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要充分认识传统节日的
文化意义，深入挖掘节庆文化的内涵要义，
顺时应势，守正创新，在满满的仪式感中感
悟文化之美、涵养道德修养，让现代化生活
更美好、更有品质。

今年，重庆文化过年坚持线上线下相
结合，这既是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信息

时代发展的趋势。置身于“互联网+”中，
要进一步读懂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善于
运用 5G、VR、AR、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
段，将文化展览、“非遗”传承、年俗体验搬
上网，通过云演艺、云娱乐、云直播等形
式，让市民动动手指、点点屏幕就能获得
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在“身临其
境”中领略节庆文化的魅力，更好地满足

“年味刚需”。
文化过年，写满稳稳的幸福，重庆为之

做了许多尝试，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坚持
守望传承，注重向新而行，在传统与现代中
找到最佳切入点和结合点，凝聚更深沉、更
持久的文化自信，这样才能让年味越来越
醇，使节日文化活动充满勃勃生机。

文化过年写满稳稳的幸福

□邹凯莲

2 月 6 日晚，在女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女足再
次上演经典逆转，在 0∶2 的绝境下，凭借唐佳丽、张
琳艳和肖裕仪的进球，下半场连扳 3 球，16 年后再登
亚洲之巅！

足球是圆的，充满未知性的挑战。说来也巧，中国
男足世预赛失利，不敌日本后又惨遭越南击败，而中国
女足先后击败越南和日本，挺进亚洲杯决赛并最终夺
冠。论实力，日本女足、韩国女足都是劲敌，但是顽强
的中国女足队员们没有放弃。主教练水庆霞具有针对
性地进行战术安排，女足队员坚决执行战术布置，以顽
强的战斗意志促成了比赛的胜利逆转。

一夜之间，大家都在说“女足精神”。中国女足队
员们意志的坚定，对胜利的渴望，以及不到最后一刻永
不放弃的拼搏精神让人震撼。竞技体育强调比拼“精
神力”，中国足球亦是如此。在绿茵场上没有常胜将
军，与夺取胜利赢得冠军相比，更具记忆点的是女足这
支球队展现出来的作风，无论比赛输赢都充满精气
神。追溯至1986年首度捧起女足亚洲杯冠军奖杯的
那一刻，中国女足一路走来有过胜利与辉煌，也经历了
失败与挫折，但不管高峰还是低谷，中国女足硬是靠着
这一股不服输的拼劲，面对强敌猛烈攻势鏖战到底的
韧劲，创造了连续两次逆转获胜的奇迹。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足”，读懂这句话需要太
多的时间与阅历。中国女足是中国体育响当当的一面
旗帜，是世界足坛有名的“铿锵玫瑰”。物质上她们获
得的并不多，面对着不够理想的职业生涯前景，她们敢
于挑战，敢于在困境中突破自我，敢于在逆境中展现精
湛技术、顽强作风。她们以昂扬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
精神面貌，将为国争光作为崇高的荣誉，临强敌而不畏
缩，向世人诠释了何为“女足精神”。

比赛结束后，不少直播平台的主持人都泣不成声，
这种幸福的泪，他们经历的次数太少了。中国女足一
夜之间刷爆朋友圈，女足队员捧起冠军奖杯的照片出
现在了报纸的头版位置，鲜红的国旗与鲜红的女足队
员队服，融化成红色的河流。在未来前进的道路上，也
许她们还会遇到更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有了这次胜利，
就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自信，就有了逢敌亮剑的底
气和豪气。为女足姑娘们欢呼，请把掌声和赞美都送
给她们。 （作者系重庆大学学生）

为中国女足欢呼

□杨朝清

据上游新闻报道，吴代凤的父亲
因为舍不得老家的山水，选择留在重
庆市巴南区的农村老家。一人在家，
独自劳作，春节快结束时，这位勤劳的
父亲总会到田间走上一圈，采摘各种
新鲜的蔬菜，再塞进儿女的后备箱，再
加上节前制作的香肠腊肉、山间养大
的土鸡，一件件“礼物”堆满后备箱。

以血缘和伦理为核心的传统家庭
观念，驱动着无数爸爸妈妈装满儿女
的后备箱。父母总是想方设法让儿女
多带一些礼物回家，无奈后备箱和车
内其他位置空间有限；父母平时舍不
得吃的、用的，却心甘情愿馈赠给子
女。“后备箱的爱”见证了中国式父母
的舍得与慷慨，见证了他们对子女的
无私关爱和付出。哪怕能力有限，许
多父母也愿意将自己拥有的最好的东
西留给子女。虽然很多东西都可以买
到，可是，“后备箱的爱”中所包含的温
暖亲情和厚重人情味，却是其他任何
商品都无法比拟的。

许多人感叹，情感表达的手段越
来越单一化、庸俗化，但“后备箱的爱”
却总能打动人心。因为这触动了国人
内心深处关于家庭、亲情的柔软地

带。家乡食物或许值不了多少钱，却
饱含父母的疼爱与深情。“后备箱的
爱”不仅让儿女得到了物质上的馈赠，
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与温
暖。

“父母年龄越大，子女走的越远，他
们的爱越无力，只能通过每一次拼命的
给子女塞东西来表达出来。”诗意化的
语言，道出了不少父母的心声。那些翻
山越岭、跋山涉水的食物，跟随着滚滚
车轮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承
载着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亲人对在另一
个地方生活的亲人的认同与体恤。正
是有了情感厚度和亲情温暖，原本平常
的食物也变得弥足珍贵起来。“刚好儿
女需要，刚好我们有”，家乡食物成为他
们表达关爱和牵挂的载体。五花八门、
形形色色的老家食物，成为连接城乡、
父母与子女的一根纽带。

与那些花钱就可以买到的货架上
的商品相比，“后备箱的爱”显然会吃
得更加安心和舒心。这不仅是一种源
于乡愁的味觉记忆，更是饱含着父母
心血和情感的礼物。食品安全事故引
发的健康焦虑也好，为儿女节省经济
开支也罢，习惯了间接式、内敛式情感
表达的老人们，用朴实无华的方式，让
子女们暖胃更暖心。

“后备箱的爱”暖胃更暖心

在一些地方，破除婚事大操大办等陈规陋
习，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在此背
景下，是一场正在悄然发生的乡村婚俗巨变，
零彩礼是这场新变化的一个显著符号。相比

以往农村一些地方天价彩礼，如今在国家移风
易俗号召下，很多农村青年主动选择零彩礼

“为爱减负”，大力破除奢侈浪费、大操大办、人
情攀比等陋习。 图/朱慧卿

大赛投稿邮箱：cqplds@163.com

零彩礼“为爱减负”

新春文旅活动好戏连台 休闲江津获百万点赞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求为根本目的，全力打造休闲旅游
胜地，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单位……春
节期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江
津区以“几水欢歌颂华章，扬帆奋楫启
新篇”为主题，策划推出云享音乐会、
云享春晚、虎文化展、摄影作品展、非
遗系列展等9项活动，营造欢乐气氛，
传递美好祝福，凝聚发展力量，吸引上
千万人次参与、150万人次点赞好评，
推动文旅经济迎来虎年“开门红”。

春节期间，江津立足悠久的历史
和传统，以满足美好生活新期待为导
向，策划推出了九大庆祝活动，让群众
近距离感受江津的文化底蕴和城市精
神。

其中，作为江津喜迎新春系列活
动的“重头戏”，“川渝放歌·三城同唱”
江津区2022年新春云享音乐会于1
月28日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拉开帷
幕。

音乐会上，歌舞《几水欢歌》以
Rap说唱形式，用精炼简短的歌词，

聚焦江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轴两
翼、拥江发展”“五地一城”等关键词，
展现了江津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泸
州歌曲《故乡》，用音符向观众讲述了
家乡的故事，展现了泸州的人文情
怀；宜宾歌曲《你来到我的城》，给人
烟火升腾的温暖感，展示了宜宾独特
的城市风貌……

“这是一次用音乐艺术赋能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生动实践，三
城艺术家同台献艺，用一首首充满浓
郁巴蜀情、中国韵的音乐作品，齐唱

‘同心曲’，有新‘声’、有新意，并通过
网易、最江津App、直播泸州App、宜
人宜宾App等平台播出，全平台吸引
观众超千万人次。”江津区文化旅游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

江津区首届“云享春晚”则掀起了
今年江津文旅迎新春系列活动的高
潮，持续80分钟的文艺演出，推出小
品、歌舞、快板、情景剧、芭蕾等演出，
吸引超过 40 万人次观看了线上直
播。广大群众还通过抢红包、点赞送

祝福等方式，深度参与一场属于江津
人自己的春晚。

此外，在江津网红打卡地“津彩云
梯”，青年摄影家黎光波“《我们》摄影

作品展”和“‘童画视界’江津非遗系列
展”同步开幕。《我们》以爱情为核心主
题，用图片和音乐结合的方式，打造了
一出与众不同的图片电影；在“‘童画

视界’江津非遗系列展”上，众多青少
年通过自己的画笔，描绘出自己心中
印象最深刻的江津非遗文化。

江津博物馆还联合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宜宾
市博物院、沙坪坝博物馆等川渝两地
5家博物馆（院）共同举办虎文化展，
展出了青铜器、石刻、字画等有关于虎
元素的49件套精品文物，近代著名画
家张善孖所作《张善孖设色虎中堂》更
是首次展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也推
出2022年文化大拜年暨文明旅游宣
传活动。

这些活动线上线下结合、文化味
和互动性结合，不仅种类丰富，更满足
各个年龄段市民的需求，切实让“文化
进万家”。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节庆活动不
仅展现了江津的人文底色，营造了节日
氛围，传递了美好的祝福，更释放了江
津文旅消费潜力。假期里，四面山景区
还开展了金虎新年送祝福等线上活动、
会龙庄景区举办了变装cosplay节、聂

荣臻元帅陈列馆举行了专题展览，吸引
了络绎不绝的游人前往。此外，创丰雨
仙农谷、儿童森林公园、2383热火公园
等地也是游客如织。数据显示，7天假
期，江津接待游客36.19万人次，同比
增长2.8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926
亿元，同比增长6.7%。

同时，江津喜迎新春活动与泸州、
宜宾互动，唱响时代主旋律，还促进了
川渝两地群众增强了解、增进友谊，以
文化交流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江津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江津将围绕“高质量建设同
城化发展先行区”目标，着力建设“五
地一城”，全力打造休闲旅游胜地，努
力把江津生态与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全面推动生态、文化、旅游、休
闲、康养多元融合发展，擦亮“四面山
水·人文江津”城市名片，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争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姚维维 唐楸
图片由江津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供

虎年新春特展吸引络绎不绝的观众

刘奉祥：山坳里的拓荒者
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204204

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重
庆
市
总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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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刘奉祥，
是重庆市金多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山西红迈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长、城口县第十七届人大代
表、城口县2020年度脱贫致富带头
人。作为一名奋斗者，他胸怀满腔
热情和上进心，不怕苦、不怕累，坚
定信心，勇往直前，努力成为行业的
弄潮儿；作为一名创业者，他始终坚
持诚信经营，转型升级打造农文旅
融合发展项目，带领乡亲“抱团发
展”；作为一名公益人，他热心参与，
用实际行动帮助寒门学子、困难家
庭和其他特殊群体，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淬炼意志 奋斗中彰显本色

1974年，刘奉祥出生在城口县庙
坝镇南坪村的一个贫困家庭。高中时
期，因无力续交学费而被迫辍学。母
亲卖掉家里的唯一仔猪送他走出大
山，去山西煤窑打工。

在煤窑打工过程中，他一边学习，
一边在实践中摸索。两年多时间里，

刘奉祥已经成长为一名熟练的煤矿工
人。渐渐地，他萌生了要把家乡的矿
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成立一支专业
施工队伍的想法。

经过多方筹备，一支 30多人的
施工队伍建立起来，并开始承揽一些
工程。因为诚信的人品和过硬的技
术，施工队伍获得业界的肯定和认
可。

凭着资源、人脉的不断集聚，刘
奉祥开始在行业内崭露头角，随后在
山西组建了公司。业务范围也从山
西扩大到河南、甘肃等地，刘奉祥的
施工队伍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
山西红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达
800余人，年工资收入上亿元；其中
城口籍员工 200 余人，工资总额近
3000万元。

返乡创业 带乡亲抱团发展

身在异乡，心系桑梓。虽然经历
了20余载的打工生涯，但家乡的情愫
一直留在刘奉祥心里，他暗自要做“强
村富民”的领头雁。

2014年，刘奉祥回到城口，创建
了重庆市金多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公司计划投资3亿元，全力推
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

为了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多
元化发展，金多祥农业公司先后兼并
了重庆敏特户外拓展培训有限公司、

卢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加盟宝中国
际旅行社，成立尚恩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巴山红乡社会实践教育基地、金多
祥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等。由此，
金多祥也从单一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逐渐向农文旅产业转型升级。

截至目前，金多祥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已完成投资近9000万元，农文旅
产业链条已基本成型，并在庙坝镇南
坪村流转2600余亩土地和林地，全力
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2020年，退耕还林、土地流转，助
力当地农户增收68万元，参与农户实
现了利益分红；180余万元退耕还林
补助资金，全额发放给农户；企业吸纳
农户务工，年用工量达1200余人次；
助力农户土特产品销售，切实带动农
户增收致富……

如今，金多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员工近100人，大部分是城口本土人
才，为产业、就业、创业“三业融合”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入推
进，公司每年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
直接或间接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如
今，以金多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中
心，建成劳动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基
地、生态科普基地、科技场景馆、农耕
体验园，辐射全县多条社会实践教育
线路，推动集群片区的“再生功能”和

“造血功能”。

扶贫济困 公益回报生养地

事业有成的刘奉祥富而思源、富
而思进，以博大的爱心关注社会公益
事业，竭诚回报生养他的这片土地。
刘奉祥开始了他的慈善之路——助力
寒门学子、困难家庭，以实际行动支持
家乡建设发展。

据统计，他资助的优秀贫困大学
生达 30 余人，为其每人每年补助
5000元学费和数千元学习生活物资。

与此同时，刘奉祥还与困难家庭
结下不解之缘，直接或间接资助困难
家庭60余户，受益人数200余人，通
过捐款捐物和解决就业等方式，帮助
他们脱贫致富。

南坪村地处闭塞的大山之中，群
众出行全靠一条羊肠小道。为了方便
群众出行，改变家乡面貌，刘奉祥带头
出资，组织村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打通了一条长5公里的公路，当地村
民从此告别“行路难”。

潘锋 张芝鑫
图片由城口县总工会提供

返乡创业助力城口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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