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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盛开游客来
吹角坝里人气旺

实验评书剧《李顺盗墓》
精彩亮相山城曲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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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
——诗文中的巫山

近日，实验评书剧《李顺盗墓》在山城曲艺场首演。
该剧由中国曲艺家协会评书艺术委员会、重庆市文化旅
游委、重庆市曲艺家协会和四川省曲艺家协会指导，重庆
市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中国曲艺牡丹奖得主、国家
一级演员、重庆市曲艺团艺术总监袁国虎编写、导排。

清嘉庆年间，无业游民李顺在自己人生中的“贵人”
死后，为了解开其死亡谜题开始追寻，开始思考，开始探
索，而后遇到了各种离奇事件。一路上他遇到不同色彩
的人，遇到作者故意铺设的“草蛇灰线”。这一次探寻，他
找到了桂仁的“死因”，也探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李顺盗墓》不同于寻常的评书或话剧，是文艺演出
守正创新的一次尝试，所以称为实验评书剧。本次首演，
使实验评书剧走入了大众的视野，也带领观众打开了了
解传统艺术的大门。 （来源：重庆市曲艺团）

近日，綦江区打通镇吹角坝樱花公园
里的樱花竞相盛放，迎来了一波又一波专
程赶往这里踏春赏花、休闲娱乐的游客。

据了解，该樱花公园占地面积 600 余
亩，于 2013 年开始打造，4 年前已形成规
模，每到春季，十几万株不同品种、各具姿
色的樱花渐次开放，把这里装点成了名副
其实的“人间仙境”与“世外桃源”。目前该
园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休闲娱乐、观光赏景、
写生拍照的好去处。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胥世鹏

3月13日，2023年綦江区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暨春
季旅游养生季·永新梨花节在綦江区永新镇正式启动。
现场对綦江区春季旅游资源进行了推介，发布了永新镇
梨花山三条观光游览路线，并正式向广大游客发出踏歌
田园的春季邀约。

据綦江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綦江将聚焦建设
“知名康养休闲目的地”和“重庆重要红色文化高地”，主
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构建“一轴两核四组
团”文旅发展空间格局，着力打造“三山一坝一温泉，一园
一河一古镇”八大旅游引擎、“两园一点一馆”红色文化地
标，持续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持续推进石壕、安稳文旅融合带和东溪、永新、永城3个
文旅融合点建设，把綦江打造成为重庆市民近郊游、短途
游的重要目的地。

□陈翔宇 周俊吉

近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第七批中
国名镇志丛书入选名单，江津区《中山镇志》名列其中，是
第七批中国名镇志丛书8部志书之一，成为此次重庆唯
一入选的中国名镇志丛书。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是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2015年5月启动的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重点记录全国
范围内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镇、经济强镇、特色镇的
发展历程，对于抢救和保存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
化，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
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据了解，中山镇位于江津区南部，该镇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先后获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美小镇、
中国最具特色名镇、全国十佳美丽宜居小镇、首批国民
休闲旅游胜地、中国十佳全域旅游示范镇、国家园林城
镇等。

江津区地方志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山
镇志》全书共40余万字、配图280余幅，综合运用述、
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全面、客观、
系统记述了中山镇千年的历史，是记录江津历史、服
务地方发展，助推中山文旅融合发展、承载美丽乡愁
的重要文献。

江津区《中山镇志》成功入选
第七批中国名镇志丛书

□刘政宁 姚於

3月13日，重庆市渝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成立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

据了解，渝中区目前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64项，其中蜀绣、刘氏刺熨疗法、赵氏雷火灸、燕青门
正骨疗法等4项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区现有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137名，康宁、黄敏、刘光瑞等3名专家为
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今年，渝中区将出台《渝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并评定第八批区级非遗项目和
第八批区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同时，还将评定一
批非遗培训基地，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基础设施建设，深化
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园区“三进”活动，助推渝中文化
事业发展。

重庆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协会梳理
非遗资源，制定发展计划，做好服务，包括推动非遗人才
交流常态化，打造非遗人才展示平台等，不断培育、壮大
非遗传承人才队伍。发挥桥梁作用，积极探索，整合资
源，让非遗项目得以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渝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渝中区已打造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创建了5个市级传承教育基地、6个
市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习所，接下来还将继续探索非物质文化传承教育新路径，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

渝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协会成立

近日，云阳县对外发布第二批全域旅游机会清单和
露营基地机会清单，机会清单围绕“全景式打造、全季节
体验、全产业发展、全社会参与、全方位服务”，涉及景区
打造、非遗传承、民宿酒店、生态畅游、休闲运动、文娱潮
玩、文博艺术、影视动漫、节会活动、区域协作等10大类、
131条需求信息，全面整合企业关心的市场机会，将过去
分散零碎的供需信息集中呈现，主动释放政府资源要素，
促进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能够全
面、准确、及时地把握文旅产业发展机遇。

自发布第一批全域旅游机会清单以来，云阳文旅招
商引资工作取得实效，2022年，共签约文旅项目45个，其
中开工落地项目38个，正式签约资金44.316亿元。

（来源：云阳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云阳发布
第二批全域旅游机会清单

2023年綦江区
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启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巫山是神秘的。它

位于重庆市东部，处三峡库区腹心，素有“渝
东北门户”之称。地跨长江巫峡两岸，东邻湖
北巴东，南连湖北建始，西抵奉节，北依巫溪。

在诗人笔下，巫山有三个最独特的意
象：

第一，巫山的猿声。这声声猿啼，已成
了巫山的经典标志，遍布在唐诗宋词中，给
古典诗词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意境之美。

第二，巫山的神女。这巫山的神女，叫
作瑶姬（也作姚姬），未嫁而死，葬于巫山，由
此派生的各种传说，给诗词中的巫山增添了
一份神秘之美。

第三，巫山的云雨。大自然的巫山云绕
雾罩，被世人与诗人演绎之后，巫山的云雨
变成了男女合欢，更是给诗词增添了一份含
蓄的情欲意象。

古往今来，写巫山的诗词很多，其中的

名句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一枝
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截断巫山云
雨，高峡出平湖”等等。

这些诗词中，大多是诗人对巫山神话传
说的想象，或者是游江的真实感受，而真正
登上了巫山之巅，写出了绝顶之美的还属

“诗仙”李白，他在“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前一
天，登上了山巅，还写下一首五言长古记咏
其事：

《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
晚还题壁》

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
始经瞿塘峡，遂步巫山巅。
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
日边攀垂萝，霞外倚穹石。
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
却顾失丹壑，仰观临青天。

青天若可扪，银汉去安在？
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
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多。
积雪照空谷，悲风鸣森柯。
归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
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
月色何悠悠，清猿响啾啾。
辞山不忍听，挥策还孤舟。
巫山十二峰各有特色，有的若金龙腾

空，有的如雄狮昂首，有的像少女亭亭玉立，
有的似凤凰展翅，千姿百态，妩媚动人，其中
以神女峰最秀丽最有名。神女峰又叫望霞
峰、美人峰，一个巨石突兀于青峰云霞之中，
宛若一个亭亭玉立、美丽动人的少女，故名
神女峰。古人有“峰峦上主云霄，山脚直插
江中，议者谓泰、华、衡、庐皆无此奇”之说。

每当云烟缭绕峰顶，那人形石柱，像披
上薄纱似的，更显妩媚动人。每天第一个迎
来灿烂的朝霞，又最后一个送走绚丽的晚
霞，故名“望霞峰”。

神女峰闻名古今的原因有三：一是宋玉

在“神女赋”中虚构了一个楚襄王与神女幽
会的故事，二是神女瑶姬下凡助禹治水的传
说，三是峰侧确实有一石耸立，形如少女。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神女峰是瑶姬的化
身，曾助夏禹开錾河道排除积水，水患消除
后，毅然决定留在巫山，为行船保平安，因而
博得后人尊敬奉祀。根据《巫山县志》记载：

“赤帝女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为神
女。”李白在另一首《宿巫山下》，说出了对神
话传说的想象：“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
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
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

巫山绝顶风光无限，石崖绝奇绝美，李
白在此流连忘返，“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
多。”直至天色渐晚，他才依依不舍而归。

如今，巫山十二峰有了更美的风景。每
至深秋时节，神女峰上漫山的红叶林延绵千
里，似火一般燃烧着整个秋日，又与巫山的
碧水蓝天交相辉映，描绘出一幅绚丽的秋景
画作，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本报综合）

近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专项工作
组联席会第六次会议在奉节召开。川渝两
地文旅部门签署了一揽子合作协议，将清单
化推进9类28项重点任务，联手布局巴蜀文
旅新赛道，致力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打造成
为具有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级休
闲旅游胜地。

传承巴蜀文化
培育世界级文旅品牌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加
快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的重要战略机遇，是
市委‘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牵
引。”会议上，重庆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今年，重庆文化旅游工作将以“1+10+N”
的工作思路，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向纵
深推进。

“1”，指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作为
我市文化和旅游行业的“一号工程”、工作总
抓手。

“10”，指实施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工程十项行动计划，即实施培育世界级休
闲旅游胜地行动计划、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行动计划、智慧文旅建设行动计划、文化艺
术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行动计划、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行动计划、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文化交流与
宣传推广行动计划、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发展行动计划、文化旅游保障能力提升行
动计划。

“N”，指初步制定的130多项任务清单。
“今年，旅游业迎来持续向好的喜人势

头，我们要补短板、提品质，务实推进川渝文
化旅游改革创新、巴蜀文化保护传承等重点
任务。”四川省文化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川渝两地将更加聚焦重大项目、重
大平台和关键功能区建设，重点抓好9类28
项任务，涉及推进川渝文化旅游改革创新、
巴蜀文化保护传承、文旅公共服务能力提
升、共塑区域品牌形象等多个领域。

巴蜀文化同根同源，保护好共同的珍贵
文化遗产，两地将共同编制川渝石窟寺国家
遗址公园建设规划，共同建设川渝石窟保护

研究联合实验室及科技创新基地。积极创
建中国南方地区石质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
地，共同实施巴蜀汉阙等两汉三国文物保护
利用项目。

此外，让“安逸四川 巴适重庆”文旅品牌
更出圈。两地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形象标识，共推魅力都市、熊猫故
乡、壮美三峡、石窟艺术等巴蜀文旅品牌。

全方位推动合作走深走实

当下的旅游方式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
重庆南川金佛山景区、重庆涪陵武陵山大裂
谷景区与四川四姑娘山景区、四川稻城亚丁
景区4家景区的此次携手，希望探索“大线
路”旅游理念。根据合作协议，4家景区将共
同构建精致化、高端化、品牌化、个性化的供
应整合平台，建立精品景区营销合作机制，
积极探索多样化融合发展方式。

重庆交响乐团与四川交响乐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邀请对方知名艺术家、
领军艺术人才、指挥、首席等参加重大演出
活动；共同策划开展作品创作、项目制作等
活动；开展人才交流联动等。

重庆美术馆与成都市美术馆签署了“共

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术馆联盟发
展”合作协议。双方将互相输送具有自主品
牌的艺术展览、公共教育、数字产品等多种
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互相推介对方优质的藏
品和艺术IP资源；定期开展馆际间线上线下
学术研讨会、行业交流会、艺术沙龙等。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与华蓥市人民政府、
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政府签署共推红岩研学
活动合作协议。三方将打造重庆—华蓥—
大安红色旅游精品路线、研学游项目；联合
开展党性教育，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合作等，
进一步发挥川渝两地红色资源在服务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政府与重庆市奉节
县人民政府签署“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友
好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进行游客互送、
品牌互宣、营销互推、活动互访等，推动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落地见效。

9类28项重点任务
深化文旅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上，川渝两地文旅
部门还项目化、清单化形成了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2023年工作要点，涵盖9类28项
重点任务。

具体为：
推动走廊建设规划实施，制定贯彻落实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实施方案，实
施清单化管理和项目化推进。

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创新改革试验
区。制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文化和
旅游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方案》，探索文旅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模式等。

推进巴蜀文化保护传承。编制川渝石
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规划，建设川渝石窟
保护研究联合实验室及科技创新基地，创建
中国南方地区石质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
协同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
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联合开展宋元山城
遗址考古调查等。

提升文旅公共服务水平。以“成渝地·
巴蜀情”品牌为统领，联合举办巴蜀合唱节
等系列活动，持续推进“川渝阅读一卡通”项
目，以及“智游天府”“惠游重庆”平台互联互
通等。

推进川渝文化艺术交流发展。以巴风
蜀韵为题材，创作一批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举办第三届“技炫巴蜀”川渝杂技魔术展演、
第十一届巴人文化艺术节等。

优化巴蜀文旅产品结构。联合争创国
家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探索打造长江三峡—大巴山水陆联营精品
环线等。

搭建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探索打造乡
村文旅、文博文创、文旅装备等细分领域的
产业合作功能区，共建大巴山国际旅游度假
区、五华山康养休闲旅游度假区、川陕片区
红军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川渝
段）、川渝石窟寺保护传承与科技创新项目、
石刻文创园区、巴蜀非遗文化产业园等。

打造巴蜀乡村旅游名片。联合出台乡
村度假产品及服务标准，推出一批度假乡
村；开展乡村文旅能人库、乡村旅游人才实
训基地建设，培养一批乡村文旅带头人。

开展巴蜀文旅品牌营销推广。开展巴
蜀区域文旅品牌营销，共推巴蜀文旅品牌，
开展“百万职工游巴蜀”，联合开展国际旅游
推广等。 （本报综合）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有“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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