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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文化旅游委、重庆市
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认定弹
子石老街等10家街区为首批市级旅游
休闲街区的公告》。其中，南川东街荣
获首批市级旅游休闲街区。

南川东街是南川新添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是以旧城完整的年代感建
筑空间、街巷肌理和最真实的平凡人
生活样板为蓝本打造的国内首个以
平凡人原真生活文化为核心的文旅
体验项目。

自今年初南川东街开街以来，游
客络绎不绝，“金佛山下南川城，南川
城里有东街”的口号也令人印象深刻。

改变
从棚户区到文旅街区

东街，曾是南川区的“城心”，刘邓
大军经由这里入城，解放路赫赫有
名。学校、医院、商铺、教堂散布四处，
车来人往熙熙攘攘，不到东街就不算
进城。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新城西
向、东向延伸，各种业态随之搬离，东
街日渐凋敝，逐渐沦为拥挤破旧的棚
户区。

东街毕竟承载着众多南川人的青
春乡愁，如何合理改造，让它恢复昔日
的繁华，成了无数南川人的心愿。

2019年3月，南川区开始实施东街
保护开发计划，定位为“文旅商业综合
体”的东街改造项目正式开建。不同
于其他旧城改造项目，东街项目摒弃
了大拆大建、推倒重来方式，遵循城市
有机更新的理念，按照“修旧如旧”的
原则，在保持原有空间肌理的基础上，
对原有的市场、学校、厂房宿舍、仓库
等存量建筑实施最大程度的保护开
发，对周边其他建筑进行风貌性重建，
植入文化内容，以传统语言讲述东街
故事。

青砖青瓦房，木格子玻璃窗，斑驳
的旧城墙，贴满画报的房间……东街
不是古城，而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
国西南小城人民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
重现，近40年里城市空间发展遗存和
大众年代生活记忆，蕴藏在街区布局
中，留存在一间间古朴的房子里。

画面
沉浸互动追溯家庭回忆

东街文旅小镇占地120多亩，是国
内首个引进“开心麻花”的IP街区，以

“内外联动、场景活化”的形式，开展跨
时空的IP情境互动演艺；有独具创意
的废墟主题民宿，将城市废墟元素与
旅游住宿休闲相结合；有将攀岩、溜
索、高空自行车等极限户外运动巧妙
融入城市立体空间的亲子户外体验
区；还有深受年轻人喜爱，排队到深夜
的贰麻酒馆……

脱胎于儿时永不泛黄的记忆与青
春，趣味互动装置的灵感源源不断地
涌现，东街打造了以“小镇家庭”近40
年的环境变迁为线索的家庭记忆馆，
重现了20世纪80年代朴实无华的生
活气息。

“呐喊”——锈迹斑驳的水管，连
接的是邻里之间最淳朴的感情。遇上
问题吆喝一声，四方街邻赶来助阵，流
动的光线是情感的宣泄，是记忆的回
顾。游客站在喇叭前对着喇叭呼喊，
水管上的投影会随着声波的轻重缓急
进行变化，当投影到了特定的位置，比
如旧喇叭或者麻雀等，就会发出音乐
或者鸟叫等声音，象征着邻里间的友
好往来。

“琥珀”——尘封的时光，在所有
人的回忆里。游客在相机前自拍，影
像显示在上方相框及前方的相纸之
中，复古滤镜呈现复古的温暖，游客选

择喜欢的照片进行打印，带走属于自
己的那份记忆。

“忆动晒衣竿”——在过去的记忆
中，总是少不了弄堂里飘扬的衣角，现
在看来，连起风时不小心糊上脸的衣
摆，都是那么亲近。东街还原了20世
纪80、90年代巷子里的晒衣竿、衣服，
白天为主题装饰，营造氛围，晚上作为
光影秀载体呈现有趣的影像表演。

记忆
城市胶片播放年代画卷

站在东街时光巷，就像来到“时光
隧道”的入口，倒走的时钟带人穿越到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体悟属于那
个年代的记忆与情怀，感受旧时光沉
淀的力量，找寻几代人的“记忆密码”。

时髦的水磨石地板、绿色半截油
漆墙、黑白电视机。录像厅门口，小黑
板预告“今日放映《射雕英雄传》”，旁
边的照相馆，新推出了艺术照服务
……走进家庭记忆馆，上一代的青春
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那个朴实温馨
与诗情并存的年代又回来了。

夜幕降临，霓虹灯渐次亮起，东街
变得更加热闹，夜生活开始了，穿着花
衬衣、喇叭裤的人们在舞厅跳起了最
流行的迪斯科，跟随灯光和音乐摇摆。

一年又一年，东街在岁月里长成
历史底片上的“市井生活标本”，成为
几代人的“原真生活体验馆”。老去的
人会去走一走，回望天天、年年变好的
日子；长大的人也会来问一问，体验祖
辈、父辈曾经的生活，品味一下过去的
文化。 （本报综合）

燕青门正骨疗法是清康熙年间
张先师创立的燕青门武医的正骨术，
也是重庆市今年入选的9个国家级
非遗项目之一。

燕青门正骨疗法源自900年前
北宋年间的燕青拳。1927年，燕青门
第六代传人赵锦才挟技入渝，并且从
此扎根，他携同好几个门人创办了重
庆中医骨科医院。

燕青门第七代掌门人朱正刚继
任重庆中医骨科医院院长后，继续深
研正骨疗法的精髓，并将所学悉数传
于其子朱怀宇。在传承几代前辈的
基础上，朱怀宇逐步总结完善了“燕
青门正骨九法”“燕青门筋伤九法”

“燕青门内服外敷系列秘验方药”“燕
青门养生功法”，使其形成了燕青门
中医骨科独有的诊疗体系。

燕青门正骨派是重庆市目前唯
一国家级中医学术流派，燕青门正

骨疗法具有浓厚的“武为医所用，医
含武所学”的武医特征，将燕青门武
术的步法、身法、气法与正骨手法互
相融合施术、一气呵成，成为巴渝地
区著名治疗骨伤绝技，其所提倡的

“不开刀治骨伤”成为传统中医治疗
骨伤的主要特色，受到中医学界的
认同。十多年来，燕青门正骨疗法
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发展，300余名弟
子覆盖了重庆38个区县，服务惠及
3000余万人。

到目前为止，燕青门·正刚中医
骨科获得了国家级荣誉牌匾6个，市
级荣誉牌匾15个。

下一步，燕青门·正刚中医骨科
将继续秉持传统中医文化之精髓，结
合现代医学研发创新，精研治骨技
艺，提高医疗质量，传承中医医道，使
燕青门正骨疗法这门源远流长的传
统中医绝艺，历久弥新，广济苍生。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政宁 蒋海
涛）近日，第六届“登三峡之巅·揽高
峡平湖·赏夔门红叶”登山比赛在名
闻天下的白帝城“鸣枪”开赛。200余
名选手沿中国最美登山步道，在满山
红叶映衬下登上三峡之巅，打卡壮美
夔门。

当日上午9时，经过充分热身准
备，参赛选手从正在全力创建国家5A
级景区的白帝城·瞿塘峡景区乘船至
古象馆码头开始登山，途经纤夫坳、
六十六道拐、黄岩梁，最终抵达终点
三峡之巅。其中六十六道拐设有中
国最美步道打卡点，选手们纷纷在此
与夔门红叶同框拍照，留下自己与三
峡的最美瞬间。

作为近年来奉节重点打造的文
旅新地标，海拔1388米的三峡之巅是
长江三峡的物理制高点。登临三峡
之巅，可俯瞰瞿塘峡两岸如诗如画的

壮丽景观。登临三峡之巅途中，参赛
选手将经过由数十公里的诗意栈道、
怀古栈道、危石鸟道和南岸白盐山步
道形成的三峡景点徒步路线，在这条

“中国最美步道”“扶摇而上”，瞰尽三
峡绝伦姿色。

“为推动‘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今年登山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
参赛。”赤甲文旅集团负责人表示，登
顶三峡之巅需要克服困难挑战自己，
希望能借此激励青年学子奋勇坚毅
向高考冲刺，勇攀人生高峰。

“三峡之巅”登山季活动是重庆
市奉节县旨在推动体育、旅游、文化
融合发展的一项品牌活动，自2016年
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

据了解，未来五年，奉节将围绕
“中华诗城”和山水文化名城定位，加
速建设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核
心区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奉节白帝城：
200名健儿勇登三峡之巅

重庆美景

重庆 燕青门正骨疗法

南川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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