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32023年7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 熊雅雯 美编 黎刚强综合

重庆市大足区宝顶镇荷叶村 1 组吴国柱（身份
证号：510230194112261211）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411226121143），特此声明。

大足区七哥餐饮店遗失其食品许可证（许可证
编号：JY25001111028740），特此声明。

龙岗街道龙岗村村民委员会第十三村民小组遗
失其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易京
伟；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足
支行；账号：31210101040014690，特此声明。

龙岗街道龙岗村村民委员会第二十三村民小组
遗失其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陶朝
东；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足
支行；账号：31210101040014765，特此声明。

龙岗街道龙岗村村民委员会第十九村民小组遗
失其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唐素
兰；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足
支行；账号：31210101040014724，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太漂亮了，武陵山真是人间仙境！”
近日，英国游客艾达在黔江濯水古镇，用
相机定格土家族摆手舞表演后，兴奋地
说，“这里不仅风景美，人也很美。来重
庆旅游，我已等待了 3年，真是不虚此
行！”

跟她同团的其他 7位入境游客，同
样对此次武陵山之行满是赞美之词。

在沉寂3年后，今年3月10日晚，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迎来首个澳门入境旅游
团，我市入境游市场开始重启。4个月
过去，重庆入境游热度迅速攀升。

恢复中的重庆入境游如何更好吸引全
球游客，国际游客的需求又有哪些新变
化？日前，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备受青睐
重庆成新晋入境游目的地

“长江三峡非常雄伟壮观，很值得游
览。虽然有点热，游客也很多，但大家都
很守秩序。我非常享受这次旅行，回去
后一定会多多向亲友推荐来中国旅游。”
近日，德国游客迪兰夫妇乘坐世纪游轮

“传奇”号游览三峡后，收获满满。
“除了迷人的风景，我还特别喜欢中

国的美食，尤其是带馅儿的，比如煎饺、
小笼包，每次都要点两份。”迪兰先生说。

世纪游轮所属的重庆冠达世纪游轮
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李庆表
示，三峡游轮游一直是重庆入境游市场
的重要支撑。今年 3月，我国恢复了全
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外国人入
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入境游
搜索量和预订量涨势明显，多个旅游胜
地再度出现外国游客的身影。

“目前，我们接待外国游客超过
1300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入境游客
接待量的月环比数据正在逐月增长，市
场恢复情况超出我们的预期。”李庆称。

重庆中旅集团总经理廖伟对入境游
市场恢复情况喜上眉梢。他称，目前，他
们旅行社每月接待入境游客超过 300
人，以东南亚游客为主。传统的欧美游
客一般会提前至少半年制定旅游计划，
因此，欧美入境游客数量有望在下半年
逐渐恢复。

来自携程的数据显示，近段时间以
来，入境中国的游客在酒店套餐、租车预
订等方面均已超出2019年同期。其中，
入境租车预订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1
倍；入境酒店套餐订单量较2019年同期
增长超2倍。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入境旅游细分
市场订单量超2019年，主要是受供给侧
产品提升的因素影响，‘酒店+’深受游客
喜欢，酒店度假成为新消费趋势。”携程
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洁表示。

世界旅游联盟等机构发布的《2023
年上半年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景气报告》
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入境游市场平

均景气指数达到15，较2019年上半年上
涨13个指数点。入境游重启后，入境需
求涨势喜人，机票呈现“量价齐升”状态，
今年将成为入境游触底反弹的复苏年。

该报告还分析，相较2019年同期，中
国各区域入境游的市场景气指数均呈上
涨趋势。其中，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和
云南是近年来崛起的入境游目的地，大
熊猫和麻辣火锅备受海外游客青睐，该
区域未来有望形成入境游的经典环线。

花式“种草”
已举办多场海外营销活动

相比我国其他的传统旅游城市，地处
内陆的重庆为何在重启入境游短短几个月
内，市场一片向好，甚至有“超车”的趋势？

业内人士认为，这与重庆前段时间
海外营销花式“种草”密不可分。

现代旅游业又被称为“注意力”产
业、“点子”产业、“创新”产业，营销、策
划、管理等无形能力越来越重要，决定着
一个区域旅游目的地或景区的成败。

今年以来，我市进行了全方位、多举
措、创新性的海外营销。例如，今年 3
月，重庆国际文旅之窗举行了“中新（重
庆）文化和旅游产业联盟2023旅游产品
发布暨交流对接会”，通过产品发布、交
流酒会、实地考察等形式，进一步增进了
重庆、新加坡两地的文旅交流和务实合
作，更好满足两地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
市场需求。

这也是中新（重庆）文化和旅游产业
联盟成立后的首次成员交流活动。中新
（重庆）文化和旅游产业联盟于去年 11
月成立，搭建了集政策咨询、展示展销、
学习培训、信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开
放式公共服务平台，共同推动重庆和新
加坡文旅产业合作发展。

今年 5月，由重庆市文旅委与法国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共同策划的“茶和天
下·雅集”活动在法国巴黎举办。活动融

合观展、品茗、听琴、赏花等多重传统雅
文化体验，吸引大量法国市民参加，并同
步举行了巴黎“重庆之窗”系列交流推广
活动，较好提升了重庆文旅的国际吸引
力、影响力、关注度。

此外，我市还举行了 2023“渝见澳
洲”少年推介官选拔赛系列活动，参展了
第十一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
举办了“你好·重庆”2023重庆旅游澳门
推介会等，将重庆文旅的“草”种在越来
越多海外潜在游客的心里。

多措并举
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旅游是中国亮丽的名片。外国游
客到中国的旅游体验绝大多数超过预
期，只要他们来过中国，就会愿意向亲友
推荐。此外，外国年轻人已成为入境游
的主力，他们乐于通过网络获取旅游信
息，更关注服务的便利性。”孙洁说。

在她看来，当前，提升入境游发展，要
提升签证便利度、恢复航线运力、加大支
付等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各项利好政策
的持续推动，入境游市场必将迎来全新
契机。

“提升国内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品质、
关注城市旅游品牌的构建、创新推动国
际传播等举措，是在愈发激烈的全球旅
游目的地竞争下的必经之路。”中国旅游
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重
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我市文旅行业目前
正在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主
客共享、近悦远来”的国际旅游枢纽城
市，加快建设文化强市和世界知名旅游
目的地。

具体包括，加快建设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加快建设世界知名都市旅游目的
地，加快建设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
加快建设渝东南武陵山区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等。

同时，我市还在分类打造政府间交
流交往、出境游服务、国际研学等多元交
往载体，构建“国家（部委）+市级+区县+
企业”四级联动推广模式，加强与世界旅
游城市联合会等系列国际文化旅游组织
合作，支持各类协会、文艺院团、文博机
构、景区等与世界同类机构、景区开展交
流与合作，不断提升重庆文旅知名度、美
誉度和国际影响力。

海外营销花式“种草”
重庆入境游热度攀升

外国游客游览武陵山。（受访者供图）

相较2019年同期，中国各区域入境游的市场景气指数均
呈上涨趋势。其中，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和云南是近年来
崛起的入境游目的地。

——《2023年上半年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景气报告》
目前，我们接待外国游客超过1300人。尤其值得关注的

是，入境游客接待量的月环比数据正在逐月增长，市场恢复
情况超出我们的预期。
——重庆冠达世纪游轮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李庆

每月接待入境游客超过300人，欧美入境游客数量有望
在下半年逐渐恢复。

——重庆中旅集团总经理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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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大足区龙水湖景区，游客水上冲浪。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曹栋 实习生 毛婧璇）7
月15日至16日，由重庆市中药药事管理质量控制中心
主办的重庆市中药饮片质量培训会在大足区举行。来
自全市中医医院、综合医院、中西结合医院以及四川省
部分中医院的12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孙朝奎作题
为《果实种子类经验鉴别》的讲座，重庆三峡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副教授马羚就砂仁、红花、沉香、柴胡等常见
的10种中药的性状来源、等级、道地性、真伪鉴别等进
行图文讲解。与会专家还对各院的 10种中药饮片进
行性价比评分和排序。

同时，大足区中医院中药师现场展示中药传统制
剂——鹿茸蜜丸的制作过程。鹿茸蜜丸是大足区中医
院最具特色的传统中药滋补蜜丸，依据中医辨证施治
原则，每道工序体现“凡药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
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的原则。

培训结束后，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本次
培训会的成功举办，对中药饮片质量提升起到了积极
促进作用。

新渝报讯（记者 熊敏秀）“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朝
三暮四’，宋国有一个养猴的老人，喜欢猴子……”7月
14日，记者来到大足区棠香街道金星社区居委会看
到，大足城南创新小学学生梁程玺站在台上自信大方
地讲故事，声音洪亮。

为有效缓解辖区学生暑期“看护难”问题，切实减
轻家长负担，近日，金星社区妇联首次组织开办了暑期
公益托管班，引导和帮助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
意义的暑假。

“我们在上午安排了志愿服务老师跟进和帮助孩
子们完成暑假作业，并在过程中重视他们学习习惯的
纠正和知识的巩固。”金星社区妇联主席陈安秀介绍
道，志愿服务老师还在托管班每天下午的课程中加入
了科学知识普及、体育运动、读书分享等多板块特色活
动，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安全地度过假期。

据悉，金星社区自7月1日起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以
来，已有3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此次暑期公益托管班将
持续开设至八月底，社区将根据辖区家长需求，适时调
整托管班服务时间，解决辖区学生无人看管的难题。

暑期公益托管班
解决家长“带娃难”

7月16日，大足区科技馆举办“扬帆起航 逐梦深
蓝”主题科普课，向少年儿童普及航海相关知识。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通讯员 李艳丽 摄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余杰）“这下好了，这口水
井建好后，今后吃水就更方便了。”昨日，大足区古龙镇
古龙社区70岁的老人李其林眼望刚刚建好的水井，兴
奋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以来，由于古龙镇久旱少雨，不少村（社区）有
饮水安全隐患，古龙镇人大代表梁清梅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

今年3月，古龙镇人大为拓宽群众意见建议反映渠
道，及时了解群众“急难愁盼”，在全镇设立了9处民情
联络点，梁清梅家就是其中之一。梁清梅将村民们的需
求以“古龙社区6组因饮用水困难，建议改建水井”的建
议报镇人大办，镇人大随即在当地举办的人大代表民情
联络点意见建议交办会上，交由古龙社区居委会办理。

古龙社区书记李中友收到交办函件后，立即召集
社区居委会班子成员商议。经商议，由居委会牵头负
责修建水井组织协调工作，由村（社区）共同负责组织
筹资捐款工作。

在人大代表带头捐款下，当地村民们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共筹资 4万余元。之后人大代表又和社区两
委、群众代表一道，到水源现场了解具体情况，制订施
工方案，在综合考虑安全性和实用性后，决定采用圆形
砖混结构，加梯级施工。经过紧张有序作业，水井很快
完工，有效保障了群众饮水需求。

古龙镇

饮水工程建设解民忧

全市中药饮片
质量培训会在足举行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王苇）
7月15日，大足区作协举行2023年上半年
会员新书见面会，邓辉、吴佳骏、张儒学、
胥和彬4位本土作家携新作亮相见面会。

大足区委宣传部、大足区文联相关
人员和大足区作协会员代表共 30余人
参加活动。

此次新书见面会共有5部优秀文学作
品亮相，分别是诗集《郢匠薪传》《闲适堂·刈
余集》、散文随笔选粹《记忆》、散文集《乡愁里

的故乡》、小说集《荒月》。5部作品题材广
泛，创作形式丰富多样，讴歌了人民群众的
主体地位和新时代美好生活，弘扬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品对大足乡村振兴的变
化、爱岗敬业的行业带头人以及人民群众
丰富的情感世界等多个主题都进行了深切
的思考，表达了作家们对生活、社会、文化

的思考和探索，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见面会上，4位新书作者从创作背

景、框架结构、创作过程和写作技巧等方
面分享了创作心得。来自大足区作协的
会员们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畅谈了
自身的阅读感想。

近年来，大足区作协坚持以党的文

学路线为航向，不断加强理论学习，积极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全力提升作
家素质，培育文学人才。

当天，大足区作协暨重庆“文学在
场”志愿者服务（大足）分队还走进城南
中学初中部和励志基地，开展“文学赋能
民教”志愿服务活动。

□ 新渝报记者 张玮 毛双
实习生 杨心雨 文/图

最近，大足区智凤街道盲人谷方德
做的木板凳火了，各方订单纷至沓来，6
月初以来，他的木板凳通过志愿者的宣
传，已经卖出了超过200张。

7月 12日，上午 9时许，智凤街道茅
里堡社区 8组，谷方德在自家的“工作
室”里一刻也没有休息。一个小小的风
扇，开到了最大，不时发出吱吱的声响。
汗水打湿了衣服，脸上却是幸福的笑容：

“多亏了这些好心人士的帮忙，板凳卖得
好，我得赶工多做点出来。”

谷家有3个孩子，谷方德最小。父亲
是木匠，靠着这门手艺，养活了一家人。

谷方德五六岁的时候，眼珠出现了
白点，去医院治疗也没有好转，后来视力
逐渐下降，到10多年前，眼睛完全失明。

“家里条件不好，眼睛又不好，我得
学门手艺，养活自己。”就是这样简单的

出发点，谷方德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跟
着父亲学习木工技术，到十一二岁，他已
经能独立做出一张木板凳了。

一张小小的木板凳，从买料断料，再
到做出成品，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对
于普通的木工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情，但是对于一个视力一级残的盲人来
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选择木料、比尺寸断料、劈料做凳
脚、凳脚刨花、凳脚打眼……经过 30多
年的磨炼，谷方德的动作熟练而精准，两
三个小时就做出一张。不忙的时候，他
一天能做三四张木板凳。

谷方德一直未婚，26年前捡养了一
个女儿，取名谷翠会。谷翠会虽有残疾，
却是父亲上街卖板凳的“眼睛”。

平日里，谷方德在家里做板凳。有
一定数量了，谷翠会就牵着父亲，推着小
车，去街上售卖。

“以前老房子很偏，路也不好，我出
去卖板凳，走一趟很难。”谷方德说，2014

年，政府给他家实施了危房改造，新房修
在马路边，进出方便，房间也宽敞，他还
有了专门的“工作室”。

如今，年过七旬的母亲生活能够自
理，每月能领到 1700多元的征地社保，

谷方德父女每月低保和残疾人补贴有
1500多元，再上卖板凳的数百元，谷方
德笑言，“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那种笑是一种坚强，是一种乐观，更
是一种感恩。

盲人谷方德做的木板凳“火”了

谷
方
德
正
在
制
作
板
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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