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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青染·双江》
古镇剧本杀全新升级再上线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佳洁）穿上国风
服饰悠闲地游走在山清水秀的明清老街中，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在国庆节期间，一场
国风文化旅游节将在璧山拉开大幕。

9月28日至10月2日，2023第十五届中
国西部动漫文化节（以下简称“西漫节”）在
璧山举行。本届西漫节将重点开展20余项
创意活动，漫迷可尽情享受“次元”空间带来
的文化体验。

璧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与以往不
同的是，今年西漫节除了数字文化科技交
流、产业推介、动漫游戏品牌特展、全国二次
元大赛、西漫派对、西漫集市等内容外，还将
紧跟热点全面升级，新增特色亮点，打造参
与度更高、包容性更强的活动。

9月29日晚，一场以“二次元+音乐+国
潮”为主题的“西漫之夜音乐会”将在璧山动
漫公园玉泉湖畔开展，内容包含动漫主题曲、
国风原创、青春女团、乐队演绎。此音乐会旨
在打造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动漫音乐演出活
动，为广大游客和漫迷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另一亮点则是赛事拓展。现场除有全

国二次元大赛总决赛、第十四届中华少年儿
童电影配音大赛展演、西漫少儿才艺大赛展
演、最美COSER评选以外，还将举办王者荣
耀全国大赛重庆西漫站比赛。

与此同时，鬼刀、非人哉等国内动漫游
戏企业将携旗下热门IP参展，更有著名配音
演员、歌手，国内原创歌手，电竞解说，知名
乐队、女团等嘉宾与漫迷同欢。届时，中影

动画、北京唐影、阅文集团等30余家动漫头
部企业，将在这里共谋动漫产业发展大计。

为让本届西漫节在内容上持续升温，品
质上全面升级，璧山还在玉泉湖畔建设了动
漫公园。该动漫公园将作为西漫节和全区
动漫产业的重要承载地，通过植入数字化、
元宇宙等虚拟体验场景，充分展现数字璧山
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是西部最
大的国家级动漫文化展会，已成功举办十四
届，自2020年永久落户璧山以来，西漫以产
业交流、项目合作、创意竞技、互动体验为重
点，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动漫、旅游、数字经济
等领域的150余家优秀代表和领军企业参
加，成为宣传动漫文化、推介企业品牌、展示
城市风貌的重要窗口。

“西漫节已成为璧山的亮丽名片，极大提
升了城市竞争力、消费吸引力以及文化感染
力。”该负责人表示，璧山区将以更高标准、更
高品质办好西漫节，大力拓展元宇宙、数字文
旅等新经济、新业态，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和人
才落户璧山，绘就活力之城新亮点。

本报讯（记者 廖怡飞）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消
息，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关于开展文明旅游
宣传引导典型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要求，经遴选推荐、
专家评审，市场管理司确定了第一批文明旅游宣传引导
十佳案例、优秀案例名单，并予以公布。

其中，渝中区白象居入选第一批文明旅游宣传引导
十佳案例。白象居是极具重庆特色的居民小区，但大量
游客的观光游览却为居民生活带来困扰。渝中区以打造

“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为契机，积极探索文明旅游宣传
引导及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管理方式，实现了文旅发展与
日常生活的平衡，让“网红”景点变成“长红”经典。

此外，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文明引导擦亮红
岩特色宣讲品牌以及重庆市忠县文物保护中心的传统
文化引领文明旅游新风尚入选优秀案例名单。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一批
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十佳案例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佳洁）10多年前，
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山楂树之恋》火爆大
江南北，影片中“老三”和“静秋”的故事，让
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近日，网剧版《山楂树之恋》在重庆合川
三汇矿大旧址正式开机。这部经典作品，将
再次被搬上荧幕，且该剧将全程在重庆合川
境内拍摄制作。

合川拥有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建筑
群。据导演郑正介绍，合川中国矿业大学旧
址中57座国内保存最完好的石砌干打垒建
筑群令他动容。剧中静秋家、村长家等场
景，均在合川三汇矿大旧址拍摄。此外，合
川的盐井老街、云门石门溪村等合川多处老

街、民居、历史遗迹，以及河流山川的自然风
貌也将在片中呈现。

曾在《清平乐》里扮演小赵祯的青年演
员张家硕，将担纲剧中的男主角“老三”。
饰演“静秋”的演员徐小舒说：“刚到重庆的
第一天，那满街的火锅香气和繁星密布的
人间烟火，瞬间就拉近了我和这座城市的
距离，让我感受到了山城的热情和柔情。”
她表示对合川的山川风物印象深刻，接下
来一定会尽全力完成表演，和团队一起努

力创作出一部好作品。
初版于2007年的小说《山楂树之恋》，

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
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老三”和“静秋”的
形象深入人心。2010 年张艺谋导演的同
名电影上映后，其著作销量更是突破 400
万册。

本次拍摄的网剧，由《山楂树之恋》版权
持有者凤凰联动影业和重庆好故事影业联
合拍摄，中国内地影视演员张家硕、徐小舒

领衔主演。
导演方面，影片将由中国电影剧本最高

奖“夏衍奖”得主郑正和重庆本土知名导演
杨桦出任双导演，两位导演合作多年，曾联
手拍摄《爸爸的晚餐》《怒吼》等院线电影，荣
获多种奖项。

网剧版《山楂树之恋》每集15分钟，共
24集，拍摄完成后将在腾讯等平台播映。

作为艺术舞台上的经典作品，被一再演
绎的《山楂树之恋》将在重庆开出新的花朵。

网剧版《山楂树之恋》在重庆合川开机

本报讯（记者 廖怡飞）金秋送爽，“双节”
喜庆。9月25日，2023重庆市大家唱群众歌
咏活动小合唱决赛在忠县忠州大剧院唱响。
来自北碚、城口等区县的24支晋级队伍用优
美的歌声，喜迎中秋、国庆佳节的到来。

“圆圆的月亮，悄悄爬上来。蓝蓝的梦
幻，轻轻升起来。远方的人儿，她会不会走
过来”，《蓝蓝的夜 蓝蓝的梦》《爱永在》《太
阳出来了》一首首熟悉的歌曲在耳边回响，
大家把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对远大理想的
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融进美妙的歌
声之中，也用歌声唱响了重庆的快速发展、
唱出人民和谐幸福生活。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2023重庆
市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由中共重庆市委

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办，重庆市群众艺术馆、中共忠县县委宣传
部、忠县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承办。

本次活动参赛作品题材和风格多样、
内容丰富。自今年6月启动以来，旨在为
广大人民群众搭建起音乐创作平台、歌唱
交流平台，彰显大众性、参与性，使其成为
人民群众愉悦身心、绽放光彩的平台。同
时，以歌声为纽带，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
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炙热情怀，为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添枝增叶。

舞台上，从四大片区赛脱颖而出的24
支晋级队伍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以
饱满的激情、热情昂扬的精神面貌，用一首
首动听的歌曲，展示着音乐的魅力。他们
中有学生、教师、工人，来自全市的各行各
业，活动让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展现对音
乐的热爱与向往。

“我在手机上看了选拔赛的直播，今天
特地到现场来听歌，感受一下现场演唱的

气氛。非常好，他们虽然是业余选手，但是
水平跟专业的有一拼，声音的品质很不
错。”现场观众李华说道。

高质量节目的背后是每个选手的努力
和付出、团结和配合。谭军是垫江县文化旅
游委选送的男生小合唱《怀念战友》的领队，
他说：“合唱不只是个人表现，而是整个团队
的表现。由于我们都有不同的工作，只能把
业余时间利用起来，反复排练、磨合，不断调
整和完善，确保每个音符井然有序，每个节
拍精准到位，再配合感情，便能更好地呈现
我们的实力和魅力。”

台上选手们唱得响亮，台下观众听得
认真，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经过激烈
的角逐，忠县文化旅游委选送的《走进美
丽 走进神奇》、江北区文化旅游委选送的
《爱永在》等5个节目荣获一等奖。

“今年的大家唱活动第一次增加小合
唱这个类别，效果特别好。首先，群众的参
与度高，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参加，而年轻

人带来的合唱曲目非常丰富且细腻，注重
以‘情’感人，彰显艺术之美，很受大家好
评。其次是鲜明的地方特色。比如第二片
区赛的《我的娇阿依》《土家土》《山里人爱
唱山的歌》，把少数民族的山歌再创作，与
合唱融合在一起，令人耳目一新。”重庆市
群众艺术馆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让广大市民共享文化盛宴，重庆
群众文化云和全国24家省市级文化云平
台，以及中国广电重庆公司公共文化平台

“巴渝文旅云”电视大屏等对本次活动进行
了全程直播，网络直播观看总人数达156.23
万人次。其中，重庆群众文化云达19.75万
人次，全国各省市联动直播达41.06万人次，
巴渝文旅云达33.62万人次、全域重庆达
33.98万人次、重庆孝乐直播达17.08万人次，
第一眼App达8.2万人次，重庆市群众艺术
馆视频号达0.74万人次，图片直播达1.8万人
次，忠县文化馆直播平台达15825人次。

2023第十五届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今日在璧山开幕

本报讯（记者 廖怡飞）迷雾重重的双江古镇，三桩
曲折离奇的案件，一个不明来历的女子青染，一个钻研木
雕的男子君子逸……他们均隐藏着什么故事？

9月29日至10月2日一场穿越唐宋的古镇梦幻之旅
《青染·双江》剧本杀升级版来袭。玩家将穿梭于双江古
镇明清建筑群，游走在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沉浸式体验
推理超级IP《青染·双江》，在融入古镇特点的剧情和NPC
加持下，以侠者身份环游古今。

据了解，双江古镇位于潼南区，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镇，与周庄、乌镇齐名。这里有正街、河街、上西街、下
西街、兴隆街、老猪巷等9条清代商市街道，为古风剧本
杀游戏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增添了悬疑色彩。

在游戏中，玩家将换上古装，走访17个场景，探查剧
情奇案，帮助失去记忆的故事主人公“青染”找到自己身
份，逐渐解开此地22年的秘密，体验一把足智多谋，又热
血情深的侠客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青染·双江》剧本杀活动于今年端午
节期间首次开放，得到了游戏爱好者的广泛好评。为了
让游客获得更加真实的体验，主办方从强故事性、强互动
玩法、强社交属性、强文化打卡性四大方向出发，持续优
化剧本，将于今年国庆假期全新上线。

升级后的剧本在玩法、身份、服化道等方面做了调
整，更加适配亲子家庭。其中，新增设NPC捕头，游戏中
可带领玩家进行圆桌讨论、阶段性推理等，协助老人和孩
子获得完整剧情体验；增加古镇茶楼、北门牌坊、雕塑、杨
氏民居等十余个点位，优化置景，烘托沉浸式氛围。

同时，对于高阶玩家，烧脑之余，还可以集章解锁更
多玩法；对于吃货玩家，可根据玩家手册中的消费项目，
进行食住行游购娱的折扣体验；对于记录型玩家，也有古
色古香的置景供他们打卡，全体NPC还会做提灯巡游活
动，配合玩家拍照。

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青染·双江》沉浸式
剧本杀活动，是一场“文旅+剧本演艺”“文旅+情境互动”
的全新尝试。把古色古香的民居建筑打造成医馆、闺房、
当铺、酒肆等多种场景，将发挥双江古镇400多年历史沉
淀优势，有效对接场景与剧情。为文旅业态升级注入新
动能，让“看景”变“入景”。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佳洁 通讯员 赵竹萱）“以前
我们住的就是土坯房。”近日，綦江区石壕镇石泉村村民
徐勇说：“现在新房建起来了，环境好了，游客也来了，村
里越来越热闹，我们都非常高兴。”

近年来，在和美乡村建设中，石泉村以红色为魂，大
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红色基因，发扬
伟大长征精神，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把红色基因
融入美化整治工程，修葺红军历史步道10公里，打造“励
志”“体验”两条路线；复原邱石坝红军宿营地旧址，重塑
田坝小学“红魂园”，推动“四渡赤水”PPP项目，打造体验
式红色游，凸显深厚的红色文化“内在美”，并以红色文化
凝聚乡村奋进力量，激励全村人民为幸福美好生活不懈
奋斗，让红色文化在绿水青山间焕发出勃勃生机。

“我们成立了旅游接待公司，设计推出‘綦迹1935’
系列红色文创产品，培育村民成为长征文化解说员、接待
员，增加就业岗位40余个，游客年接待量5万人次，集体
增收20万余元。”石泉村相关负责人说。与此同时，该村
还发展起“红军食堂”等长征主题民宿35家，带动就业
150余人，促进村民年增收170余万元；围绕邱石坝、红魂
园等红色旅游景点，种植了400亩大樱桃、300亩脆红李、
500亩杨梅等，供游客采摘，形成了一条集研学、观光、采
摘为一体的生态农旅路线。

除了红色旅游产业，石泉村还积极打造高山生态产
业园，引进项目和企业20余个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业。
养殖方面，引入“正大集团”生猪全产业链项目，引资
2000余万元，预计年产生猪20万头，另有重庆俊添农业
科技公司550亩优质黄桃示范区等优质项目，全村生猪、
牛、羊养殖大户稳步增长，落地的渝南黔北最大种羊繁育
基地已初具规模。种植业方面，发展油菜1000余亩，配
套建设油菜加工厂2个；辣椒300余亩，预计年产辣椒
120万斤，产生收益240万元。

石泉的振兴，扎根于高质量党建，它是推动和美乡村
建设的“红色引擎”。“我们有‘田坝支部党员志愿服务
队’等服务队，累计吸纳成员100余名，在清洁能源集中
入户、创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该负责人说，通过树立“党员示范引领、群众积极参
与”的志愿服务活动思路，打造出“法润石泉·红魂1935”
基层治理体系，让广大党员和群众共建共治共享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开展创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宣传、“美丽石
泉我守护”等志愿活动20余次，“进百家门，解百家难，增
百家情”党员走访志愿活动30余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
3000余小时。

接下来，石泉村将继续紧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的契机，通过“红色旅游+”推动多元业态融合发展，以长
征精神的传承赓续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积极探索红色美
丽村庄发展格局，继续围绕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
展、旅游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好乡村振兴之
路，努力把石泉村打造成一个集长征精神体验、民俗文化
传承、休闲农业观光为一体的长征文化体验区，建设成为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綦江石壕镇石泉村：
红色文化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万众共唱歌飞扬万众共唱歌飞扬 欢天喜地迎欢天喜地迎““双节双节””
2023重庆市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小合唱决赛在忠县唱响

选手演唱少数民选手演唱少数民
族山歌族山歌。。

少儿表演节目少儿表演节目。。

2023重庆市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小合唱决赛在忠州大剧院唱响。 主办方供图

动漫节Coser正在表演节目。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