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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接待游客417.5万人次

春节假期我市文旅市场喜迎“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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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晚，重庆市丰都县滨江路，市民
在放灯祈福许下美好心愿。

正月初二晚上7点30分，丰都祈福文化
节在移民广场开幕，吸引数万市民参加。此
次丰都祈福文化节将“凤凰飞天”与现代科技
光影秀完美结合，为市民献上一场视听盛
宴。据悉，丰都祈福文化节活动将于2月21
日（农历二月初二）结束。

通讯员 熊波 摄

长江索道预约排队的人流从上午一直
排到傍晚，封桥、封路等重庆独有的“宠粉”
待遇再度成为刷屏热词，主题游乐园里“财
神”派发红包、舞狮等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福
利”重新圈粉、除夕夜跨年焰火表演美不胜
收……刚刚过去的2023年春节假期烟火气
重新回到了重庆文化旅游市场。

春 节 假 期 过 夜 游 客 达
124.93万人次

“我感觉‘黄金周’的味道终于又回来
了！”伴随着不少市民的这一句感叹，1月27
日晚，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发布了今年春节假
期本土文旅市场的“成绩单”。其中“极大提
振了市场信心”成为关键词。

据重庆市文化旅游委介绍，截至1月26
日晚，今年春节假期纳入统计的全市过夜游
客接待人数为 124.9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4%，恢复到2019年的90.2%。重庆市智
慧文旅广电云平台监测的封闭式A级旅游
景区数据显示，截至1月27日，重点监测的
120家景区春节假期累计接待游客417.5万
人次，同比2022年春节增长37.9%。

具体到景区人气来看，武隆喀斯特旅
游区以接待游客14.2万人次排在榜首。紧
随其后的是歌乐山烈士陵园接待游客 13.1
万人次，奉节白帝城·瞿塘峡接待游客9.5
万人次，大足石刻接待游客8.9万人次，南
川金佛山接待游客8.6万人次，长江索道接
待游客 8.5 万人次，云阳龙缸接待游客 6.7
万人次，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接待游客4.8万
人次。

此外，截至1月27日，全市1个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和5个试点城市文旅
机构、市场主体共举办文旅消费促进活动
178场次，发放文旅消费补贴498万元，吸引
890万人次参与，直接带动文旅消费18.5亿
元。全市12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客流量共计3350万人，1万余家商户
营业额共计14.8亿元。

光影无人机焰火表演成全新
吸睛点

回顾今年春节假期，尤为吸睛的应该就
是除夕夜点亮两江四岸的首届重庆都市艺
术节“新时代 新征程 新重庆”光影无人
机焰火表演。这既在重庆人的朋友圈实现
了刷屏，同时也吸引了全国各地人们关注的
目光。

1 月 21 日除夕夜，嘉陵江与长江两江
交汇区域车流密集、人头攒动。“5、4、3、2、
1，点火！”随着现场指挥的一声令下，23时
50 分，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烟花从 8 条
货船、3个点位上腾空而起、点亮山城。密
集的高空礼花弹争相在夜空中绽放，七彩
焰火谱写成了春的乐章，重庆“山、水、城、
天”有机一体的都市夜色幻化出一幅最美
丽的新时代画卷。

此次焰火表演从时间上分为跨年前10
分钟、跨年倒数和跨年后10分钟三个部分，
从内容上分为“流光添锦绣、银花耀山城”

“玉兔喜迎春、焰舞新时代”“春满两江汇、活
力新重庆”三个篇章，持续了20分钟，焰火
的绽放声、人群的欢呼声交相呼应、久久回
荡在两江四岸。1月22日0时10分焰火表演
准点结束、顺利收官，观赏观众意犹未尽、流
连忘返，纷纷送上了新春祝福和对未来生活
的美好期许。

重庆市文化旅游委表示，相关统计显
示，由本次光影无人机焰火表演带来的重庆
喜迎兔年新春的相关微博话题：#重庆除夕
光影无人机焰火表演#、#重庆新年氛围感拉
满#的总阅读次数接近1亿次。“山水重庆太
美了。”“重庆人民好幸福”等热议在除夕夜
走红网络。

不仅如此，还有统计显示，截至1月27
日，全国线上线下各类平台共发布春节期间
重庆文旅活动的相关信息达206954条，其中
占比最高的为短视频，达到了78664条。

依托非遗项目推出89场次
传承实践活动

为营造喜庆年味氛围，重庆各区县、
各景区纷纷推出春节系列活动。其中，渝
中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春节”——2023新
春惠民演出活动，沙坪坝区开展“奋进新
时代幸福新沙区”春节文化系列活动，南
岸 区 开 展“ 我 们 的 中 国 梦·文 化 进 万
家”——“兔”个吉祥“记忆中的年味”摄影
展，九龙坡区开展“幸福中国年 乐在九龙
坡”文旅系列主题活动，涪陵区开展第三
届年味文化节……

美心红酒小镇景区在春节期间推出新
春庙会、回娘家快闪巡游、财神发红包、新春
灯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游客在传统民俗
游乐项目中体验别样年味。新增的游乐设
施，转转火锅等特色餐饮吸引众多游客体验
打卡。据统计，景区迎来三年来春节同期人
流量最高峰，单日客流量最高达15万人次，
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此外，依托梁平木版年画、铜梁龙舞、高
台狮舞、禹王庙会等春节年俗非遗项目，重
庆共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承实践活动89
场次，有300余项非遗项目参与，截至1月27
日，各区县开展传统文化体验展示展销展演
活动近80场次，400多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参与非遗体验互动活动，活动场次已经达到
2019年春节的70%。

多份春节旅游盘点中重庆都
是热词

近日，飞猪、携程、同程旅行等多家旅游
服务平台的数据报告中，“重庆”都成为热词。

其中，携程在《2023年春节旅游总结报
告》中提到，兔年春节，目的地为重庆的整体
旅游订单量同比去年同期增长66%，门票订
单量同比增长27%，跨省游订单量占比为
66%。重庆游客的出境游订单量同比去年
增长112%。热门景区前五分别是：洪崖洞民
俗风貌区、长江索道、大足石刻、金佛山、仙
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同程旅行也在《2023春节假期旅行消费
数据报告》中提到，今年春节期间酒店预订
热门目的地分别为西安、三亚、成都、重庆、
上海、长沙、昆明、广州、南宁和深圳。春节
假期最热门的航线中，往返于广州、深圳和
成都、重庆之间的航班都排在前列。

专家：产业复苏信心已越来越强

日前，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
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专门撰文盘点了今
年春节的旅游市场。“高开”“稳增”以及”产
业复苏信心“都是他提到的关键词。

戴斌表示，从春节假期七天的出游人次
和旅游消费的日环比数据来看，前三天稳步
增长，第三天达到峰值，之后小幅回落，节后
错峰出行，已经是正常年份春节假日旅游市
场的正常节奏。

“目前全国旅游市场呈现出了‘总体回
暖，热点更热’的可喜局面。”戴斌说，像素来

“宠游客”的重庆、西安市民错峰居家而让出
热点景区的接待空间等都是很好的证明。
在戴斌看来，旅游消费的活跃也极大拓展了
旅游演艺的市场空间，扩大了公共文化参与
和文化消费的受众基础。像博物馆里过大
年、看展式社交等本地市民和游客共享的方
式已经越来越受欢迎。

而在这方面，重庆也交出了亮眼的“答
卷”——截至1月27日，重庆共组织了141场
音乐剧、舞剧、话剧、戏曲等不同门类的文艺
演出，累计接待观众36164人。“2023重庆美
术馆馆藏作品迎春展”“首届重庆都市艺术
节优秀作品展”“启航新征程——重庆画院
2022年度作品展”等3个主题展在重庆美术
馆持续展出，截至 1月 27日累计接待观众
12607人。全市43家公共图书馆、41家文化
馆在春节期间的到馆人数达到了113.8万人
次，线上服务117.9万人次。 （本报综合）

近日，2022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最美公共文化
空间大赛获奖名单公布。重庆图书馆世纪游轮分馆获得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奖”及“百佳公共文化空间奖”。
本次大赛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指导，共有来

自全国15个省级行政区的1692个空间报名参赛。最终
产生“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奖”20个、“百佳公共文化空
间奖”122个、“优秀公共文化空间案例奖”188个、“优秀
运营奖”15个、“年度十佳设计师/机构奖”10个。

获得“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奖”的重庆图书馆世纪游
轮分馆位于“世纪传奇”号游轮上，在游轮六楼阅览室、五
楼前部观景厅等5个区域布点，藏书2500册，以开架方
式免费开放，提供文献阅览服务，并不定期引入公益讲
座、展览、沙龙等阅读活动。游客可以在江面上自由地享
受阅读的乐趣，体会拥抱诗和远方的幸福感。该分馆代
表着重庆图书馆特色馆藏文献的公共文化服务已延伸至
长江沿线文化旅游活动中。 （本报综合）

重庆图书馆世纪游轮分馆
获“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奖”

□新华社记者 周思宇 赵佳乐 蒋彪

夜幕下，高亢激昂的音乐鸣奏不绝，一
条火花四溅的金龙划破长空，赤膊上阵的舞
龙队员举着龙盘旋飞腾。烧至1500摄氏度
的火红铁水高高泼洒到空中，刹那间，万千
流星坠落，犹如一树树金花在空中绽放。

人声鼎沸的场地内，重庆铜梁龙艺术团
副团长、铜梁龙舞非遗传承人蔡明灿站在台
下观看弟子演出，不禁想起了几十年前自己
与龙舞结缘的故事。

“小时候过年，常在街头看到耍火龙，觉
得很好玩，开始产生了兴趣。”蔡明灿说，高
一时舞龙队教练到学校选拔好苗子，被选中
后，自己第一次参加全国舞龙比赛就拿下第
一名，从此30多年都和龙舞相伴。

与师父的经历类似，铜梁龙艺术团竞技
舞龙队队长李婧同样从高中开始接触龙舞，
24岁的她已有近10年舞龙功底。“大学毕业
后，我经过层层选拔来到舞龙队，实现了小
时候的梦想。”

一个龙头有3斤至5斤重，李婧刚开始
舞龙头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反反复复练，
手上磨起茧、打起泡。“克服了第一关，练‘站
尖’的时候更难，要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

下，站到龙头舞者的肩上。”在师父的指导
下，李婧苦练几个月“踩杆杆”，终于做出了
标准动作。

从队员转型到教练，如今蔡明灿的弟子
多达上千人，遍布海内外。“国外也有不少人
喜欢龙文化，我和美国明尼苏达州的30多
个徒弟们建起交流群，一有时间就组织线上
教学。”蔡明灿说。

“铜梁人和龙有着不解之缘。”重庆市铜
梁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高晓涛
介绍，铜梁龙灯龙舞起源于明代，因制作工
艺宏大巧妙，龙舞表演粗犷豪迈而闻名。“这
一传承了上千年的民俗，已成为铜梁人喜闻
乐见的新年庆祝活动，可以说看过了龙舞才
算过年。”

据了解，2006年5月，铜梁龙舞入选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铜
梁出台关于龙文化传承发展的系列政策，建

立铜梁龙舞国家、省、区和镇街四级名录保
护体系，大力发展龙文化产业，助推地方经
济发展。

“目前全区共组建成立舞龙队伍200多
支，建有 7 个市级、35 个区级传承教育基
地。”高晓涛介绍，为了让中小学生全面深入
了解和热爱龙舞艺术，全区100多所中小学
建有舞龙队，不少学校还开设了龙舞特色课
堂，6万余名学生在学校就有了舞龙经历。

一条龙舞动大产业，铜梁非遗龙舞正带
动老百姓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在“铜
梁火龙”之乡高楼镇，掌握舞龙技艺的群众
达上千人，龙舞相关企业有8家。“龙舞促进
了本地老百姓就业，每年为群众带来的务工
纯收入2000万元左右。”高楼镇党委书记杨
勇说。

“电话都被打爆了，龙舞演出至少排到
元宵节。”春节期间，重庆市正龙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洁接了不少单子，忙得不可
开交。“我们派出9个演出团队，200余位演
员前往赣州、常州、北京等地，为全国各地的
观众带去红火年味。”李洁说。

截至目前，铜梁全区从事龙舞培训和展
演的团体和企业共有14家，常年从事龙舞展
演的教练、导演和演员有500余人，产业队
伍达2000人，年收入达5500余万元。高晓
涛告诉记者，不少老百姓还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从事龙灯彩扎，就近务
工增收。

“我们不断壮大非遗传承队伍，同时使
传承人实现增收，做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的
非遗保护理念。”高晓涛表示，下一步铜梁将
不断夯实龙文化发展载体，做强龙舞表演、
龙灯彩扎、龙舞创意产业，持续打造龙文化
旅游名城。

一条龙舞动大产业
——重庆铜梁非遗龙舞传承发展观察

近日，重庆市革命文物保护中心在重庆红岩革命历
史博物馆揭牌成立。该中心旨在以红岩革命文物为龙
头，发挥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优势，整合全市革命文物
资源，从而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
富的革命文物资源。我市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17
处，登记备案革命纪念馆36家，馆藏革命文物29374件/
套，其中珍贵文物5137件/套。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专题
召开全市革命文物工作会，出台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等政策文件，部署开展全市
革命文物专项调查、编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规划、出台一
批政策文件，实施红岩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
段等重点项目，为全市革命文物工作提供了坚强保证。

2022年，全市革命文物工作呈现新格局、取得新成
效：市人大常委会颁布《重庆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
市政府新公布11处革命文物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唯
一由博物馆独立运营的干部学院——红岩干部学院正式
运行；“红色三岩”提升项目获评“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十佳案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实施文物保护、
场馆改建、文旅开发等项目46个，其中完工19个；由国家
文物局、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革命纪念馆高质量
发展峰会·2022年”在重庆成功举办。

“重庆市革命文物保护中心揭牌成立后，我们将从整
合资源、带动区县、引进人才、加强科研等方面着手，充分
发挥好重庆市革命文物保护中心的作用。”重庆红岩联线
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唐昌伦表示。

下一步，重庆市革命文物保护中心还将设立文物预
防性保护实验室、文物科技实验室、文物修缮室、文物修复
室、辅助功能区，进而推进我市革命文物的保护修缮、保护
修复、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研究、陈列展览、人才培
训、学术交流等统筹管理，助力新时代重庆革命文物事业
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供稿）

□喻言

1月27日，笔者从重庆两江新区获悉，春节期间，两
江新区各类文化消费活动深受市民喜爱，成为新的消费
热点，包括艺术展览和城市24小时智慧书房。

和“蒙娜丽莎”合影、与“达·芬奇”来一场邂逅……在光
环购物公园里，一场“你好啊大艺术家”展览前热闹非凡。
光环购物公园联动知名插画家大橘子举办了一场艺术展
览，《弗里达的花园》《蒙娜丽莎与达·芬奇》《戴珍珠耳环的
少女》《维纳斯》等作品为市民创造出全新的感官体验。

群星璀璨的“艺术家”们一经亮相，就获得一致好评，
萌趣可爱的人物形象让熟悉又陌生的艺术作品变得更吸
引游客驻足打卡拍照。

“在出门玩耍购物的同时又观赏了一次世界名画，每
一幅画都有一个故事，可以感受到多元文化魅力的融合，
觉得非常有趣。”市民程女士说。

同样受到市民欢迎的，还有城市24小时智慧书房。
在人和街道星光天地城市智慧书房里，不少市民正在书
房中聚精会神地看书。

“叮……”刷完身份证，进入到书房内部，少儿绘本、
生活百科、文学艺术、历史传记，各类书籍让孩子们爱不
释手。

“智慧书房建在广场上，带孩子来这里看看书、散散
步，阅读休闲两不误。”前来看书的市民们赞不绝口。

重庆两江新区文化消费
成为热点

□逸凡

近日，伴随着嘹亮的吹歌和铿锵的锣鼓声，大湾镇
上古农耕上古堂内，渝北区文化旅游委、大湾镇文化服
务中心组织小河锣鼓的表演者和书法爱好者为村民们
献上了一道丰富的新春文化大餐。

小河锣鼓是渝北区目前唯一的一项国家级非遗保
护项目，历史可上溯至明末清初，是以大小唢呐、大锣、
更锣、小钵、马锣、盆鼓等乐器组合而成的一种民间吹打
乐。活动现场，小河锣鼓率先吹打出浓浓的年味，将氛
围营造得热闹非凡。舞台上，大湾镇“小河锣鼓”队的队
员们个个士气昂扬、精神抖擞。大锣一响，队员们各司
其职，或吹、或敲、或打，乐声时而铿锵有力，如千军万马
奔腾，时而又低婉清脆，营造出了欢乐的新春氛围。精
彩表演，让现场的村民们目不暇接，大饱眼福耳福。

铺纸、蘸墨、起笔……一旁的书法爱好者把对新春
的祝福和对未来的期许融入笔端，不一会儿，一副副意
蕴吉祥、内容新颖的春联，一个个满载着平安吉祥的

“福”字，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顿时让
现场墨香十足，年味浓浓。

本次活动，为当地村民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
围，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渝北：小河锣鼓
吹打出浓浓年味

焰火表演。 通讯员 吴玥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