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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4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祝贺他当选连任塞尔维亚共
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蓬
勃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牢固，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
出了积极贡献。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珍视同武契
奇总统建立的良好工作关系和友谊，愿同武契奇总统一
道努力，加强两国战略沟通，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拓展和
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引领中塞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武契奇
当选连任塞尔维亚总统

今年初，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出炉，全面开
启了重庆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新征程。为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一步生动形象地宣传好我市各
相关行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重庆
市生态环境局、重庆市林业局、北碚区委宣传部、重庆日报决
定，联合举办“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重庆市第六届生态
文明建设新闻摄影大赛。

一、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二、征稿内容
围绕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的主题，记录我市各行业、各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进
程，反映我市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取得的成果和城乡居民绿
色生活的摄影作品均可参赛。

三、征稿要求
（一）参赛作品必须是2021年以来拍摄的。参赛作品需

有标题、文字说明、作者姓名及通讯地址、联系电话。
（二）作品只可作简单的明暗、对比度、饱和度、反差等调

整，拒绝除接片外的电脑合成照片参赛。
（三）参赛作品为JPEG格式，文件2MB左右，像素不低于

1000万，组照5—8幅。
（四）本次大赛不收参赛费，获奖作品和报纸刊登、新媒体

选用的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在画册、展览以及其他相关宣传活
动中使用（商业广告除外），并不再支付稿酬，作者享有署名
权。 （下转2版）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重庆市第六届生态文明建设
新闻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清明时节雨纷纷，烟雨迷蒙的梁平双
桂湖国家湿地公园里，白鹭、绿翅鸭等低
飞掠过湖面。

湖面上，荇菜漂浮成片，开满黄色的
小花。

斑嘴鸭成鸟带着幼鸟穿行其间，怡然
自得。

斑嘴鸭，这种2018年才第一次被发
现到双桂湖越冬的候鸟，如今已成为双桂
湖的留鸟。

去年4月，人们在双桂湖水域发现了
斑嘴鸭幼鸟。

双桂湖鸟类监测识别智能系统发现，
留居在双桂湖的斑嘴鸭已超过180只。

短短三四年时间，双桂湖如何做到让
斑嘴鸭“流连忘返”，不再万里迁徙？它们

在双桂湖又过得如何呢？

鸟 从“游客”到“居民”

双桂湖1953年建成，坐落于梁平都梁
新区。2015年，梁平试点建设双桂湖国家
湿地公园，并于2017年通过验收。

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349.97
公顷，分保护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和合理
利用区三大功能区。其中湿地面积
190.76公顷，湿地率54.51%。

2018年冬天，人们第一次在双桂湖
水域发现了斑嘴鸭的身影。

“斑嘴鸭属大型鸭类，体长50厘米至
64厘米，体重1千克左右，主要栖息在内
陆各类大小湖泊、水库、江河、沙洲和沼泽
地带。”梁平区湿地保护中心主任唐宏介
绍，每年9月末10月初，斑嘴鸭从西伯利

亚东南部或中国东北地区南迁。
“一般12月份来，次年2月份离开，双

桂湖应该是斑嘴鸭迁徙过程中的一个临
时栖息地。”今年49岁的杨秀勇，是梁平
一位中学教师，也是梁平鸟类保护志愿
者，业余爱好摄影。

2021年4月，杨秀勇在双桂湖意外拍
到了斑嘴鸭的幼鸟。“发现了幼鸟，说明有
一些斑嘴鸭成了留鸟。”

“虽然斑嘴鸭是候鸟，但也有部分斑
嘴鸭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
终年留居，成为留鸟。”唐宏表示，斑嘴鸭
留了下来，说明双桂湖的生态环境得到了
其认可。

不仅仅是斑嘴鸭，如今在双桂湖栖居
的各种鸟禽类已达到200多种：中华秋沙
鸭、青头潜鸭已连续多年到双桂湖越冬；
39年后再次现身重庆的灰雁，也选择双桂

湖落脚……
“我们在湖边湿地里人工种植了茭

白、莲藕、莼菜等‘水八仙’。”唐宏介绍，
“水八仙”不仅能改善水环境质量，还能为
野生动物提供浆果、根茎等食物。

“最近，我们在双桂湖还观测到了黑
水鸡、骨顶鸡等迁徙鸟类。”杨秀勇表示，
随着双桂湖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相信会
有更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

水 从劣Ⅴ类到Ⅲ类

双桂湖生态环境的改善，最直观的表
现是水质的改善。

水是湿地的灵魂。
双桂湖的水质，曾因肥水养鱼造成湖

底淤泥沉积、水体富营养化，一度降至劣
Ⅴ类。 （下转2版）

□本报记者 刘一叶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倒在歌乐山下的

一群英雄，有个共同的革命理想。
70多年后，歌乐山下的一群人，有个共

同的愿望：向英雄致敬，打造《重庆·1949》，
讲好重庆故事，传承红岩精神。为此，他们定
制了一个与剧同名的剧院，并不断打磨这部
红色舞台剧。

《重庆·1949》一经推出，口碑持续走高，
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热门
剧目，其中不乏“二刷”“三刷”的观众。该剧
今年完成春节档演出后，停演一月打磨剧目，
复演之后再次刷爆社交平台。

这部红色题材舞台剧凭什么收获好口
碑?复演的《重庆·1949》有何特点？连日来，
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燃点与泪点并存吸引观众

4月2日晚，《重庆·1949》在重庆1949
大剧院上演，这是该剧调整升级后的首场演
出。

舞台上，精彩的内容与精致的舞美相辅
相成——磁器口、吊脚楼、长梯坎近在眼前，
重庆特有的城市元素触动人心，让观众仿佛
回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的重庆。

《重庆·1949》以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
为大背景，讲述了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
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黎明即将到来的前
夜，与敌人殊死搏斗、宁死不屈的感人故事。

“《重庆·1949》要讲的不仅仅是当年在
白公馆、渣滓洞牺牲的先烈们的故事，还有
无数为了重庆解放而牺牲的普通人的故
事。”总导演李捍忠介绍，该剧不仅有大写意
的场面铺排，还有许多细腻的情感刻画。“如
金秀面对孩子与战友拒签自白书；狱中的风
娃照料一株野花，期待它长成参天大树；国
歌声中，烈士们面带笑容向我们告别等片
段，触发每个人内心的情感。”

舞台上，渴望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共产党
人在黎明前倒下，他们用平静、坚毅的话语
说着“请忘了我们吧，擦干眼泪，忘了悲痛，
向着光明……”

散场后，市民熊晓瑜和朋友讨论着剧
目，意犹未尽。“真没想到，红色剧目还能这
么演，可以说燃点与泪点并存。我和朋友准备一起‘二刷’。”

“95后”观众张涵瑞不到一年“三刷”《重庆·1949》。“我先
是被这部剧的一个个真情实意的故事吸引，然后被高科技效
果震撼。”张涵瑞说，“革命者坚持信仰，放弃一切，就是希望后
来人享受美好。我会永远记得他们。”

作为一部主旋律题材作品，《重庆·1949》自首演以来就
受到年轻人青睐。据统计，“00后”“90后”占了观众的一半以
上，70%的观众年龄在35岁以下。

带着使命及感情反复打磨

好的观演体验、精彩的表演可以提升“复购率”，最根本的
还是要经受市场检验——是否经得起一刷再“刷”，经得起被
观众反复品味？《重庆·1949》的“绝杀技”就是反复打磨。重
庆日报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发现，众多反复观看《重
庆·1949》的观众表示，每一次观看总能发现新的细节。

今年2月，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剧体验，主创团队从
剧情内容、人物性格等方面入手，对该剧再次进行了精心修改
打磨，在同一时间内，多维度展现出不同的叙事场景，形成具
有蒙太奇演绎方式的空间意境，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生
活在现代的人们能够和英雄“对话”。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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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认
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显著成效。

即日起，本报推出“一江碧水
向东流”专栏，展现我市各区县、各
部门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创新转
型绿色发展、重点领域率先突破、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等领域的好做
法、好经验；讲述江河润泽经济、繁
荣文化、滋养民生的动人故事；全
面充分展示生态环境改善和绿色
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敬请关注。

【开栏语】

斑嘴鸭留居、中华秋沙鸭落脚、荇菜铺成绿毯，受益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双桂湖“稀客”越来越多

◀3月28日，俯瞰重庆梁平双桂
湖国家湿地公园。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3月31日，重庆梁平双桂湖国
家湿地公园，绿翅鸭结队飞行。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
生 陈星）今年以来，重庆相关部门积
极通过举行政银企融资对接会等举措
促进企业与银行对接，打通企业融资

“最后一公里”，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今年1月，重庆中建二横线基础

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下称中建二横线
公司）出现资金缺口，急需大量资金推
进道路工程建设、在春节前给农民工
发工资。由于一时难以找到能够满足
公司贷款需求的银行，公司财务总监
周冉为此头疼不已。

就在周冉一筹莫展之际，1月中
旬在渝北区举行的一场政银企融资对
接会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次对接会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
组织召开，意在为企业和银行牵线搭
桥，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农业银行重
庆巴南支行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得知中
建二横线公司的需求，会后第一时间
安排人上门对接。1月25日，中建二
横线公司从农业银行重庆巴南支行拿
到2亿元固定资产贷款。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至3月，人
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联动多个区
县，举行了多场政银企融资对接会，成
效明显。在3月3日举行的“荣昌区
生猪产业发展座谈会暨金融支持乡村
振兴”政银企融资对接会上，15家企
业、10家银行机构现场签订了授信、

贷款协议，金额共计达9.74亿元；3月4日举行的
“九龙坡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政银企
融资服务对接会”上，9家银行机构与9家企业现
场签署了授信放款协议，协议金额共计达55亿
元；3月 11日在开州区举行的“汇聚金融活水
助力高质量发展”政银担保企融资对接会上，11
家银行机构与15家企业现场签署了授信、贷款协
议，金额共计达25.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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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酉阳烈士陵园，市民敬献花篮。清明之际，我市各地通过多种形
式缅怀革命先烈，砥砺革命意志，传承红色基因，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
先烈的良好风尚。 特约摄影 冉川/视觉重庆（相关报道见2版）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