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俊杰

北地飒爽英姿的红衣女骑士，西部沧
桑潇洒的背剑侠客，南国负手吟诗的翩翩
文士……继四川、湖北、新疆、贵州、黑龙江
等地之后，文旅局（委）负责人以各有特色的
扮相宣传家乡的热潮也席卷到了重庆！

细心的市民发现，在“大足文旅”的官方
视频号里，大足区文化旅游委主任陈奇林化
身为衣袂飘飘的儒雅书生，泛舟龙水湖之
上，行走宝顶山石刻之间，将大足旅游向全
世界展示。现在，就让我们跟着大足区文化
旅游委的陈奇林主任，一起“穿越”，领略最
美的“一眼千年，一生大足”！

国宝中的国宝

大足石刻文化已沉淀千年，区内遍布五
万余尊摩崖造像，碑文、颂偈、题记10万余
字，文化底蕴得天独厚、独一无二。

这里的石刻集群历史悠久，从唐、五代、
宋时便开始凿造，明、清两代亦陆续有开凿，
被誉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现存大足石刻
作品中，最早的凿于公元650年的尖山子摩
崖造像。至五代十国时期，大足石刻开始了
第一个造像高潮。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
等处最具特色。其中以宝顶山摩崖造像规
模最大，造像最精美。除佛像和道教造像
外，也有儒、佛、道同在一龛窟中的三教造
像，而以佛教造像所占比例最大。大足石刻
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
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

大足石刻中的千手观音像，被誉为“国

宝中的国宝”。观音像于公元1174年开
始建造，以观音像为中心，它的四周以

孔雀开屏一般辐射开来，共计1007个手臂。
从造像全局来看，它集合了雕刻、彩绘、贴金
等艺术工艺，极为精美珍贵。

近千年的岁月，曾给千手观音带来风
化、腐蚀、渗水等问题，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
团队，对大足石刻进行保护和修复。四年的
精心修复之后，新生的千手观音造像又一次
正式面对世人，吸引了国内外一大群游客的
到来。看到重新散发光芒的观音造像，让每
个人都惊艳不已。如今，千手观音石刻恢宏
壮丽的气势，让每个旅游者都感到震撼。

森林公园和龙水湖

大足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辖区内的玉
龙山国家森林公园、龙水湖国家水利风景区
风景宜人，可谓春花秋叶、山岚水影。

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华蓥山支脉
的巴岳山，林覆盖率达92%，气候宜人，很早
就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这里古名
为巴岳山，亦称西山。园内植物种类繁多，
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的桫椤树，有古木参天
的原始次生林，有保存完好的三清洞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有茶山、竹海、垂松涛林、杜鹃
林、七个坡森林迷宫……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龙水湖，则是重庆人
口中简称的“龙水湖”。这个1958年修建的
人工湖泊，位于巴岳山麓，水域面积达到
5000多亩。因为巴岳山还有个名字叫西山，
所以龙水湖享有“重庆西湖”之美誉。湖水
清澈犹如明镜，湖面碧波微泛涟漪；湖区港
汊纵横，108个小岛点缀湖中；岛上或林荫蔽
日，或桃李争芳，鹤鸟野鸭嬉戏，舟子每有歌
闻；荡舟湖中，悠然自得，享尽天然野趣。

加上近年来的发展，龙水湖的旅游配套
设施日益健全，是旅游、休闲、度假的理想之
地，深受游客喜爱。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大足一直全力做好“国际文旅
名城、特色产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三篇大
文章。2023年，在重庆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评定委员会发布的公告中，人们欣喜地看
到，大足区棠香人家景区确定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

棠香人家景区位于大足棠香街道和平村
境内，是农业与旅游融合、美
丽休闲乡村与旅游融合
的典范景区。“十里昌州
海棠，梦里棠香人家”，
素有“大足的城市后花
园”之称的棠香
人家，犹如现
代版的“世外
桃源”。这里
土地平旷，屋舍
俨然，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富有乡
野情趣，具有人文关
怀，有良田美池桑竹
之属，是游客休闲度
假的理想之地。

不只是棠香人
家，大足的太空荷

花、老家观音岩等农业生态观光资源，也让
人流连忘返。大足的最美乡村，是一部悠久
农耕文化史的大书，这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
件，造就了大足的农业生产优势，半旱式、再
生稻和稻田养鱼被誉为“重庆农业三绝”，创
造了重庆农业的辉煌。

除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美丽的山
水，生态优良的乡村景色，大足还拥有独特
的人文资源。

除了大名鼎鼎的拥有800余年历史的
“宝顶香会”，大足目前已有14项民间舞蹈、
美术、技艺、音乐等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包括荣获全国第一届民间舞蹈汇演
一等奖的大足鲤鱼灯舞等。大足独特的五
金历史已逾千年，与浙江永康、广东阳江一
起被誉为“中国三大五金之乡”。

跟着诗文

去旅行

重庆：开往春天的列车

文化和旅游市场涉企电子证照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应用一眼千年 一生大足

8 2023年3月2日星期四
见习编辑张均亦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 cqkejibao@sina.com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文旅

2 月 27 日，运营中的重庆轨道交通 2 号
线列车。位于渝中区半山崖线步道、轨道交
通2号线佛图关段，每到春天就会鲜花盛开，
这里也是重庆最有名的“开往春天的列车”。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思君不见下渝州——诗文中的三峡

2月27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
厅关于推行应用文化和旅游市场电子证照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通知》提到，自2023年3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应用文化和旅游市场涉企电子证照。电子证照与纸
质证照同步制发、并行使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同时启用文化和旅游市场电子印章。文化和旅游
市场电子证照使用文化和旅游部的电子签名认证证
书。目前，文化和旅游部正式使用的电子印章包括“文
化和旅游部行政许可专用章”和“文化和旅游市场电子
证照专用章”，以电子认证服务为支撑，与文化和旅游市
场电子证照同步启用。

此外，实现电子证照信息统一归集。其中包括统一
文化和旅游市场电子证照标准，建成统一电子证照数据
库，提升电子证照数据信息质量。

《通知》同时强调要加快电子证照互联互通。各
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
与服务平台、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实现文化和旅游
市场电子证照统一查询、核验服务。文化和旅游市场
主体、从业人员可按照文旅部电子证照申领指南，经
身份认证和实人认证后，申领、查看电子证照。与此
同时，文化和旅游市场电子证照，将依托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地区、跨部门电子证照数据的共
享调用。

（本报综合）

□夏馥语

重庆，是山城，是雾都，也是古代文人墨
客钟情之地。重庆的山水、城郭，迷蒙的雾
气，热情的天气都充满了想象力的表达。清
代著名诗人赵熙写重庆的名句“重镇天开巴
子国，大城山压禹王宫”，将一座大城的气势
磅礴，描写得淋漓尽致。

重庆的巴山渝水，是诗人写不尽的灵感
来源。在这大江大山的雄奇浩然之美中，得
到最多传唱的，一定是李白笔下的三峡。

公元724年，这一年的秋天，一个丰神
俊朗的年轻人，身着长衫，腰系长剑，离开了
剑南道绵州昌隆青莲乡，去远方游历，看望
知己。他便是李白。这是二十出头的李白
第一次离家远游，那夜行在大江之上，月光
皎洁，清辉洒遍了天地之间。行船江上的李
白被灵感击中，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峨
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乘船出行的旅人，一般都会在船头看风

景，李白仰望天际，当峨眉山的月亮，在夜的
行程中，逐渐变成了三峡的月亮，对朋友的
思念和对渝州的向往呈现出来了。

渝州，是今天重庆在唐代的名称。而三
峡，是渝州山水的灵魂。三峡多为古时游人
进入重庆的通道，所以对于三峡的描写，被
赋予了丰富的情感。李白路行三峡时的“思
君”，并不孤单。郦道元的《三峡》中有名句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更是
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三峡的美，融入
了思念，融入了情感，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
一个标签。

爱诗的人，会照着李白这首诗的路线，
一一去寻找诗仙走过的地方，看过的景色。
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这是李

白离家远行依次经过的地点，如一幅千里山
水长卷缓缓展开。有人说，峨眉山、平羌江、
清溪，这三处代表着家国故地，而风景奇绝
的三峡，历史悠久的渝州，则代表着诗人理
想中的远方，是大展宏图的广阔天地。挥笔
写下诗句的李白，既怀有对家乡山水的热切
依恋，更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迈情

怀，他就这样向着三峡，下了渝州，不断地走
下去，一直走到了盛唐诗歌的巅峰，成为后
世无数人仰望的存在。

我们今天所说的长江三峡，是瞿塘峡、
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

三峡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山峰
一般高出江面上千米，最窄处不足百米，
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壳不断上升，长江水强
烈下切而形成的天然奇景集群。也是国
内最热门的旅游路线之一，沿线风景独特
的景点串联起来，形成了中国南方大地上
最美的“项链”。

三峡第一站便是瞿塘峡，西起白帝城，
东到大溪镇。峡谷入口便是两面隔江对峙
的绝壁，组成了一道天造地设的大门，这就
是赫赫有名的夔门，自古以来就有“天下雄”
的美称。过了夔门，就进入了瞿塘峡。瞿塘
峡虽然只有短短的8公里，但深得天地之韵
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

巫峡横跨重庆湖北两地，从重庆巫山县
的大宁河口一直延绵到湖北巴东县的官渡
口，全长45公里，是三峡中最完整的一个
峡，因此也被称之为“大峡”。巫峡两岸的群
峰耸立，其中最俏丽者为神女峰。

从香溪口开始，便是西陵峡了，东至南
津关，此峡全长76公里，它是以宜昌市的西
陵山而得名的。北宋著名政治文学家欧阳
修为此留下了“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
句。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崆岭峡和灯
影峡，组成了著名的“西陵四峡”。

编者按：中国传统文化是文旅融合中的重要元素和载体，古诗词则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典型代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古人寄情山水，创作了无
数诗词作品，几乎所有名山大川都曾获得过诗人、词人的“推广”。这个春天，跟着
诗文去春游，寻找诗词里的大好河山，成为人们出行新选择。即日起，本报开设《跟
着诗文去旅行》栏目，让我们在优美诗句陪伴下，放飞心灵去旅行。

□唐嘉瑞

为增强浙渝两地文化交流，切实推动两地旅游合
作，2月26日至27日，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办的重庆文旅推介活动在杭州圆满举行。本次
推介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重庆文旅品牌形象，更好
促进两地文旅合作，激发两地文旅消费潜力。活动
中，重庆亮出“大都市、大三峡、大武陵”三张代表性
旅游名片，诚邀广大游客来渝休闲旅游，领略山城重
庆的独特魅力。

一场颇具重庆地域特色的快闪，拉开了本次推介
活动的序幕。2月26日，来自重庆的演员将非遗表演
《川江号子》和原生民歌《幺妹住在十三寨》《我家住
在金佛山》，以及民族舞蹈《银色山脊》唱响杭州西湖
鼓楼小广场，让杭州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重庆民俗文
化，这一重庆文旅的“杭州时刻”，现场观众无不拍手
叫好。

2月27日，重庆文旅（杭州）推介会在银泰喜来登大
酒店钱塘厅举行。会上，重庆文旅推介人分别向与会
嘉宾介绍了重庆文旅整体情况，以及重庆特色文化旅
游资源和线路产品，从魔幻主城到自然风光，既有三峡
的壮阔，亦有武陵的柔美，充分展示了巴山渝水的美妙
与情韵。

本次推介会活动的圆满举办，进一步搭建了重庆市
与杭州市旅游产业交流、发展平台，促成双方优势资源互
补。未来，两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愈加频繁地深化两
地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做深做实强强联手、互促共进的文
章，推动双方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温炎

2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出通报，公布文化和旅游
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验收结果，并对14个试点地
区和负责单位予以通报表扬。

通报显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
社会信用体系的决策部署，文化和旅游部开展了为期
1年的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根据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
经济发展试点验收工作的通知》有关安排，经自查自
评、省级初审、专家评审、台账校验、监测评估等程序，
完成了试点验收工作。其中，辽宁省大连市、上海市
黄浦区、重庆市武隆区、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4个试
点地区验收结果为优秀。江苏省镇江市、浙江省宁波
市奉化区、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山东省日照市、湖北
省武汉市、广东省广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重
庆市铜梁区、甘肃省张掖市、青海省海西州 10个试点
地区验收结果为合格。

通报指出，14个试点地区在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
济发展试点工作中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
提升信用监管效能、探索信用交易模式、拓展信用应用范
围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典型经验做法。

武隆区和铜梁区
被文化和旅游部通报表扬

□黄柏

近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战略部署，进一步整合体育领域资源，万州、达
州、开州、云阳四地文旅部门在万州召开了2023年“大三
峡·大巴山”体育旅游系列精品赛事工作推进会，拟在四
地共同开展一系列体育旅游精品赛事，全面加强大三峡、
大巴山地区体育的深入交流合作，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优
势互补、抱团发展，助力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
设。

据悉，四地文旅部门将深入携手，依托大三峡、大
巴山地区优良体育、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创新理念
机制和方法，探索“体育+”文化、旅游、商业等业态融
合发展、协作发力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把体育融合发
展不断推向新高度，努力打造一批有辨识度、标志性
的体育活动，为经济和城市发展赋能，为人民高品质
生活添彩，在“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中奋力书
写体育担当。

“大三峡·大巴山”2023年男子篮球公开赛是此次系
列比赛中的首场活动，将于3月22日—26日在万州区三
峡之星体育馆举行。

2023年“大三峡·大巴山”
体旅赛事开始推进

重庆文旅推介活动
在杭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