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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旅游资源丰富，大足石刻更是
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据大足区文
旅委统计，2021 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
2945万人次，留宿游客仅有64万人。如
果有一半游客留宿，按人均消费200元计
算，旅游消费收入至少增加29.45亿元。
但实际情况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为
了改变这一现状，有如下建议供参考：

一、“转”起来。充分利用各类主流媒
体以及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对大足
石刻、大足人文、大足故事进行广泛宣传，
把景区变成网红打卡点，让别人自愿帮
我们转发、帮我们宣传，从而提高大足知
名度和影响力。

二、“动”起来。虽然我们建有4K主
题电影《天下大足》和8K球幕电影《大足
石刻》，但观影时间太短，还不能达到留宿
游客的目的。可建大型剧场和演艺厅，
把石刻故事、人文故事、民间传说等搬上
舞台，如《千手观音》《二十四个望娘滩》

《养鸡女》《牧牛图》以及《饶国梁》《余蛮

子》等等，可以通过舞蹈和舞台表演形式
呈现给游客，让游客在精美的画面里、震
撼的舞台情景中受到感染，从而产生共
鸣。再把中敖火龙、大足鲤鱼灯舞、“雍溪
里”古戏集中在游客中心至香国公园之间
实行定时演出，从而“亮瞎”游客眼球。例
如：敦煌的演出有《又见敦煌》《丝路花雨》

《敦煌盛典》等；九寨沟有《九寨千古情》《藏
迷》《梦幻九寨》《高原红》等。这些地方的
演出，场场爆满，人山人海，倍受游客好评。

三、“留起来”。游客赏了石刻、观了
影、看了演出、留了下来，那我们必须为游
客提供良好的住宿条件，可以通过招商
引资建大酒店、特色民宿来满足游客需
求。再把大足的各种特色小吃和特色餐
饮集中布局在昌州古城让游客大饱口
福。第二天为游客提供神秘乡村、山湾
时光、五彩稻田、花漾龙水湖等休闲旅游，
让游客觉得大足是个好地方、是来了不
想走的地方。

（双桥经开区办公室 尹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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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高温来袭，安静舒适的图
书馆成为越来越多市民避暑乘凉的首选
之地。走进大足区图书馆，扑面而来的
凉爽气息隔绝了室外的燥热。在阅览室

内，不少读者或安静的伏案看书，或在书
架前认真挑选书籍，沉浸在文字的世界
里，在浓浓书香中度过夏天。

在图书馆儿童专区，智能书法台、智

能棋台、电子阅览器等多形式的学习设
备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玩耍、体验。同时，
也有许多家长利用暑假时间带着孩子看
书、做作业，学习课外知识。“孩子放假，
我们都会带他出去玩，但是最近天气太
热了，我们就带他来图书馆看书，培养孩
子阅读的好习惯。”市民莫芬说。

读书 图书馆“充电”

龙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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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留”让大足旅游火起来

□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谢凤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就是为了
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和
区委三届四次全会精神，围绕大足做好
国际文旅名城、特色产业高地、城乡融
合示范‘三篇大文章’，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凝聚共
识，为大足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
厅、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贡献
双路力量。”7月 5日上午，大足区双路
街道双北路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会议室
里，大足区人大常委会双路街道工委主
任宋凤容开门见山。

宽敞的会议室里，人大代表、社区干
部、群众代表等 10余人围坐在一起，相
互讨论起来。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一
头连着发展，我建议在注重实用性的基
础上，融入双桥文化，改出双路特色。”
双北路社区支部书记李伯军率先发言，
并罗列了社区接下来要扎实推进的民
生实事。

“老旧小区改造后非常漂亮，但仍有
一些不和谐的地方，比如有的楼栋防护网
上堆放杂物，与我们文化会客厅的形象不

符。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动员群众共同打
造美好环境。”大足区党代表、双南路社区
书记周玉春接过话题，并结合实际提出
建议。坐在对面的双路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负责人和人大代表认真做着记录。

“我来发个言。”大足区人大代表、重
庆凯恩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训伟抢过
话筒，“双桥经开区工业基础好，在打造
特色产业高地中，建议加大对双桥经开
区专用车特色产业基地的扶持力度，引
进车桥链主企业，带动大足相关配套企
业发展，形成产业链。”

大足区人大代表、重庆一航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汪东则坦言，疫情影响
下，中小企业订单大幅下滑，为企业纾困
解难，党委政府在发力，我们也要坚定信
心，查找自身不足，练好内功，谋求未来。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说起企业未
来的发展，汪东信心十足。

随后，双路小学副校长莫玉林，大足
区人大代表、双桥经开区文化馆馆长郑
学斌，群众代表刘仁和等踊跃发言，围绕
留住人才、文化阵地建设、文旅融合发展
建言献策。

“这些建议不能提了就过了、过了就
了了、了了就算了。”大足区人大代表、双
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涂春元表示，区委有部
署，双路有行动，要形成“群众代表、人大
代表、党代表提意见，人大工委收集意见，

办事处分管负责人落实意见并通过人大
工委返回意见”的闭环，做到实打实、硬逗
硬、件件盯、手手清，把市第六次党代会、
区第三次党代会和区委三届四次全会精

神落到实处，真正让群众和企业得实惠。
座谈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大

家意犹未尽，争相谈论着……会议室外，
双路街道的夏天，热情似火，生机勃勃。

大足区人大常委会双路街道工委面对面听建议

党工委承诺：实打实、硬逗硬、件件盯、手手清

开栏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提出100周年。

回顾百年峥嵘岁月，统一战线因党而生、伴党而行、随
党而兴，坚持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
条重要历史经验之一。重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
战工作的重要实践地、中国民主党派的主要发祥地和

“政治协商”的诞生地，为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夺取新民
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和中
国统一战线及多党合作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中共重庆市大足区委认真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市委工作要
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发挥统战工作的优
势和作用，在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
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等方面卓有成效。

即日起，《新渝报》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政策提出100周年”系列报道，展现大足区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侨联、知联会、新专联的成就与风采，敬请关注。

□ 新渝报记者 张琦

“如今，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给青少年带来了不
同程度的紧张、刺激和心理压力。”“我们不仅要注重
心理健康教育，还要着重提升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化
水平……”近日，在大足区育新学校会议室里，20余
名民进会员在座谈会上纷纷就关于“双减”后中小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寻找原因和对策。

这是民进大足区委会今年以来开展的第4场专题
调研。

自成立以来，大足民进秉持“为执政党助力、为国
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着力加强参
政议政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党派优势和会员专业优势，
在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医院体制改革、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共大足区委、大足区人民
政府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先后撰写理论文章近
100篇，提交提案800余件，社情民意500余条。

在服务社会方面，民进大足区委会组织会员积极
参与师资培训、送教下乡、智力支边、送医到镇、特病到
家等活动，逐渐形成“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社
会服务品牌；积极参加“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经济转
型、社会建设、区域发展”等领域的视察调研活动，特别
是在脱贫攻坚、扶优助学、助推“大足剪纸进校园”等方
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民进大足区委会主委蔡明兰表示，2022年是“十四
五”建设全面推进之年，也是民进信息化建设主题年，民
进大足区委会将把学习贯彻中共重庆市第六次代表大
会精神与“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政治交接
主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
围绕大足区中心工作和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建言献策，为大足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
厅、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贡献力量，以实际行
动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民进大足区委会：

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行

本周，大足区党政“一把手”
分别前往重点项目建设现场，
督导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做
好经济工作、稳住经济大盘十
分重要。大足区切实把重点项
目建设作为抓投资、稳增长、促

发展的“主引擎”，高效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实施建设。
二季度，大足严格落实扎实稳住经济大盘一揽子政策
措施，项目建设“拉满弓”“上满弦”，建设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177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55%，实现时间任务

“双过半”。
要充分发挥项目建设的“主引擎”作用，须一切围

绕项目“转”。重点项目关乎大足高质量发展，群众关
注度高、期望值高。这就需要我们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的理念，围绕项目建设想点子、想办法、想招数，千
方百计保证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要逐字逐句对照市第
六次党代会报告，积极融入全市发展大局，让大足的项
目建设更有底气，落地更有声。

要充分发挥项目建设的“主引擎”作用，须一切服
从项目“快”。“项目一放松，一切都落空”。一个项目从
洽谈、签约、开竣工到投产见效，中间只要有一个环节

“掉链子”，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必须始终把服
务项目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当好“店小二”“急郎
中”。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力发扬敢想、敢
闯、敢干的担当精神，主动深入项目现场摸清堵点、痛
点和短板，将谋实谋准的工作落下去、认定看准的事情
干下去，全过程、全流程、全周期跟进，全力推进重点项
目早开工、早竣工、早见效。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在行
政审批上“跑起来”，抓准企业急难处、项目“不便处”精准
发力，用领先的、新颖的思想寻找到服务企业的好办法、
巧办法、新办法，切实帮助企业打通难点、消除痛点。

要充分发挥项目建设的“主引擎”作用，须一切为了
项目“干”。没有等出来的出彩，只有拼出来的精彩。找
准目标，才能有的放矢。我们要将项目建设作为当前
甚至是全年工作的主旋律，通过打出一揽子“组合拳”，
稳定预期、增强投资信心，激发市场主体作用，稳住经
济大盘。要按照“高位化调度、集成化作战、扁平化协
调、一体化办理”的原则，通过“挂图作战、密集调度、定
期通报、及时奖励”等多种举措，逐步形成“谋划一批、
开工一批、建成一批、投产一批”的项目建设新格局。

充分发挥项目建设
“主引擎”作用

□ 陈龙

链接

民进大足区委会历史沿革：
1982年，四川省民进在大足发展第一批会员，先后

建立县小组、成立直属支部；1989年12月23日，民进大
足县委员会成立；2011年，因区划调整，经民进重庆市
委会批准，民进大足区委会成立。

截至目前，民进大足区委会设2个总支部委员会
和7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现有会员326人。

温风虫鸣小暑天，心定美好自清凉。7月7日，正值小暑，至此盛夏开启，气温升高，伏天将至。然而，在这
流火夏日，何以觅清凉？去龙水湖，眼下正是最美的平湖景观；去珠溪镇二高坑瀑布，感受纵情山野间的凉意；
去雍溪镇的老茶馆，觅一方清凉，守一寸光阴……

大足区龙水湖被誉为“大足西
湖”，“湖面平静、岛屿林立”是它的一
大特色。这段时间，龙水湖雨量充沛，
水位上涨，呈现出一年中最美的平湖
美景景观。

这样的美景，还得益于进入夏季后

茂密植被的衬托。据了解，每年 6—7
月，水位线逐渐没过裸露岸边的黄土，只
露出苍翠的植被。远山和湖中岛屿上，
大量的松树、柏树、杉树、苦竹和灌木，让
龙水湖变得生机盎然。乘船、散步都是
不错的选择，可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享

受迎面吹来的微风，十分惬意。
龙水湖旅游度假区营销中心工作人

员蒋琳介绍，今夏，龙水湖迎来了难得的
水位高度，比往年同期高出近两米，这也
是一年当中龙水湖最美的一个时段。

在 20余年的开发与建设中，龙水
湖水质始终保持在二级标准，为人们带
来了一个湖光山色、水天一线的美丽龙
水湖。

游湖 平湖现美景

八彩竞技滑道、大喇叭、海浪池、儿童
戏水区……这个夏天，大足龙水湖水乐园
成为市民游乐消遣的清凉盛地，十余个
游乐项目不仅可以让游客惬意消暑，还
能和家人、朋友尽情耍水，好不自在！

走进水乐园，海浪池DJ的激情喊麦
聚集了众多游客。火热的氛围、酷热的
天气、清凉的水浪，让游客们在水上掀起

了一场电音轰趴，在狂欢中，体验不一样
的激爽和畅快。“这种高温天气，来玩水
降温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非常值。”
市民陆苇陆续体验了不少项目，玩得不
亦乐乎。

亲子同游是耍水的正确打开方式。
放了暑假的陆泽安小朋友和全家 4个
兄弟姐妹前后玩了 5次滑梯，从水里出

来仍然意犹未尽，“非常凉爽，很刺激、很
好玩。”

为了让游客能有一个更加清凉舒适
的游玩环境，水乐园在人流量比较聚集
的地方安装了共 100个降温喷雾，每个
喷洒面积在30平方米左右，每隔半小时
进行一次喷洒，能够有效的让整个水乐
园温度降低5℃左右。

据悉，6月18日开园以来，大足龙水
湖水乐园日均接待游客量近 2000余人
次，营业时间为10：00—22：00。

戏水 畅享水世界

纵情山野间，凉意沁入怀。高温难耐，
去山涧、寻溪流，成为了不少市民的选择。

大足区珠溪镇官仓村，村里有溪流，
上游有浅滩，清澈河水涓涓流淌，没过脚
踝，是溯溪出游的上佳之选。而溪流汇

集，形成的二高坑瀑布更是壮观。
水流从近20米的高空倾泻而下，击

穿波光粼粼的水面，水雾随即蒸腾，在空
气中蔓延，这方难得的山涧水体，也是难
得的夏季清凉所在。

近期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二高坑瀑布
这处美丽景致在大足当地居民的社交平
台上火出了圈，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来此
嬉水、赏景，躲避盛夏的酷暑，怡然自得。

据了解，二高坑瀑布每年 7月进入
丰水期，美丽的瀑布景观可以持续近三
个月的时间，这份清凉，也将在官仓村停
留一整个夏天。

观瀑 山涧觅清凉

一杯清茶，一段悠闲的时光。茶馆，
在大足区雍溪镇的老街随处可见，镇上
至今仍保留着盖碗泡茶的习惯。炎炎夏
日，到雍溪老茶馆泡上一杯清茶，也成了
大家休闲纳凉的好方式。

雍溪老街上，大小不一的茶馆，进
出的茶客络绎不绝。室外烈日炎炎，茶

馆内别有一番清凉。“戏曲茶馆”就是别
具风格的一家，由清代传统民宅改建，
斑驳的穿斗木墙壁上，张贴着戏曲脸
谱、日历、年画等一些具有年代感的老
物件。被抹得光亮的四方桌、条凳、青
花茶碗、白铁皮水壶，一下将时光拉回
到过去。

“茶叶家里也有，还有空调，但上街
喝茶主要是为了和老朋友一起摆龙门
阵。”周开春笑着说。78岁的周开春家
住雍溪镇石堡村，每天早上6点多，步行
40多分钟来到茶馆喝茶，这个习惯已经
坚持了20多年。

时光流转，茶馆还是当年的茶馆，但
不少茶客已年近古稀。对于他们而言，
到茶馆喝上一杯清茶，不仅仅是纳凉的
一种方式，更是一种情怀。

品茶 老茶馆纳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