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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旅游”是一种集科学知识普
及传播和旅游为一体的、全新的旅游方
式，其目的以旅游活动为载体，使游客
在旅游的过程中学习和了解科学知识，
寓教于游，寓教于乐，在旅游产品中增
加科普教育含量。

据了解，目前，研学科普旅游是近
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综合实践活动，是
一种将“旅游”与“学科”相结合的教育
活动，寓教于乐，广受家长和广大青少
年学生青睐，研学科普旅游可大致分为
地理类、自然类、历史类、科技类、人文
类、体验类等类别。

武隆旅游“三次创业”将融入科普
研学内容，可以促进武隆产学研深度融
合，让更多到武隆的游客通过旅游活
动，近距离了解武隆风土人情、独特文
化资源、企业发展历程等。

聚焦地理类打造“科普+旅游”品
牌。武隆世界自然遗产多样且丰富，
将围绕天生三桥、后坪天坑、芙蓉洞
等世界自然遗产进行编撰或完善景
点地质现象的成因、特征等科普资源
课程，丰富自然遗产科普内容，打造
中国·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博物
馆，建成世界喀斯特科普教育研学基
地，提升自然遗产旅游品质。通过这
种地理类科普旅行，让来武隆旅游的
人近距离聆听地球的“心跳”，充分感
受地球家园的鬼斧神工、神奇魅力，
从中体会到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重
要意义，培养游客的综合思维、人地
协调等素养。

聚焦自然类打造“科普+旅游”品
牌。依托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芙蓉湖

湿地公园等自然资源保护地，建成生物
多样性研学基地，打造生态科普旅游精
品线路，让游客深入了解自然环境与人
类发展的关系，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

“呼声”、感受大自然的“呐喊”，让更多
游客充分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让“两山论”更深入人心，从
而达到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同
时，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参与到生
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中去，从而培养公
众科学精神、社会参与等素养。

聚焦历史类打造“科普+旅游”品
牌。依托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平中学旧址、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司
令部政治部旧址、后坪坝苏维埃政府旧
址、白马山战役、“断头将军”王超奎、武
隆土地革命、革命烈士墓等红色革命教
育基地，打造红色科普旅游线路，从而引
导游客传承和弘扬革命传统。依托长孙
无忌墓、刘秋佩故居、李进士故里等历史
人文景点，打造历史人文科普旅游线路，
引导游客了解武隆历史文化底蕴。

聚焦科技类打造“科普+旅游”品
牌。依托武隆科技馆、银盘电站、江口电
站、浩口电站、四眼坪风力发电场、大梁
子风电场、穗通新能源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重庆通耀铸锻有限公司、武隆高山蔬
菜研究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科技科
普场所或工业企业，建成工矿企业研学
基地，打造科技科普旅游线路，通过组织
游客参观、实验等形式，来增强游客科技
创新意识、劳动观念等素养，提升公众科
技创新能力和科学文化素质。

聚焦人文类打造“科普+旅游”品
牌。围绕“川江号子”、青吉棕编、浩口

蜡染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武隆
巴人遗风、山水遗情、历史演进的独特
文化资源融入科普旅游中，打造以非
遗文化为主题的科普旅游线路。依托
武隆博物馆、博象美术馆、懒坝大地艺
术馆、归原小镇、特色村寨、少数民族
村寨、乡村文化史馆等场馆场所，建成
社会科学研学基地，打造人文科普旅
游线路，让游客感知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所取得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等，增强游客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
感等素养。

聚焦体验类打造“科普+旅游”品
牌。依托白马山茶叶生产基地、羊角
豆腐干生产车间、土坎苕粉生产车
间、羊角老醋生产车间以及全区各类
家庭农场等景点或场所，开辟生产劳
作、团队协作等旅游线路，打造体验
类科普旅游，通过组织游客亲自从事
生产劳动、团队拓展、职业体验等形
式，达到身心体验、精神提升和团队
协同等目的，从而培养游客自我发
展、健康生活、勇于拼搏、团队合作等
素养。

武隆区委十五届三次全会为武隆
旅游“三次创业”提出了多个“+旅游”的
构思，将“研学科普+旅游”融入到武隆
全域旅游中，形成产学研融合的科技创
新载体，有助于武隆旅游产品的开发和
旅游品牌形象的提升。武隆旅游“三次
创业”融合“研学科普+旅游”，应该可以
成为探索武隆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模式，
也应该可以成为探索武隆科普事业发
展的新起点。

玩牛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在农
耕文明时代，耕牛对人们的生产和生
活尤其重要，于是通过农时节令和喜
庆场面，表达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平
安的愿望，玩牛民间舞蹈习俗就应运

而生。2014年 11月 11日，重庆市石柱
县传统舞蹈“玩牛”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

（本报综合）

重庆铜梁区安居古城是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铜梁龙舞的发源地。
每到节假日，古城都要为游客表演

龙舞。
图为古城居民表演竞技龙舞。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9月27日，重庆医科大学在缙云
校区举办创建“全国文明校园”动员
会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医科
大学馆校合作共建‘大思政课’实践
教学基地”揭牌仪式。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表示，
此次重庆医科大学与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携手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
学基地，是重庆医科大学文明校园创
建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学校将紧紧
围绕创建全国文明校园目标，不断凝
练富有医学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大学
精神，着力构建高品位的大学文化，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断取得新
成效。

“本次与重庆医科大学共同创建
‘全国文明校园’活动，是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打通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博物馆行业
及教育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通
道。同时也是博物馆宣传思想文化
为全社会提供党史学习教育服务的
又一次生动实践。”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副馆长钟冰冰介绍。

据悉，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具
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在

将革命文物资源禀赋创造性转化
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优质资源
上有着深厚的基础。重庆医科大
学是西南地区医学教育和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在人
才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脱贫
攻坚、抗击疫情等方面持续发挥重
要作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
庆医科大学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是全国首批“大思政课”
实践教学基地，此次校馆携手共建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标志着
该校创建“全国文明校园”系列活
动正式启动。

下一步，双方将在学术交流、人
才培养、校园文化建设、志愿服务等
方面开展深层次交流，助推博物馆文
化教育和社会服务功能进高校、进医
院，以丰富的资源、开放的课堂构筑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高地。

现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重
庆医科大学签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 重庆医科大学馆校合作共建协
议》。同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
藏革命文物图片展在重庆医科大学
缙云校区展出，这也是该展览首次在
重庆高校展出。

武隆区：

研学科普助力武隆旅游“三次创业”
本报通讯员 黄河春

重医大与三峡博物馆
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 刘政宁 周小平

重庆 玩牛

武隆天坑地缝武隆天坑地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