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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双晒”专题推介活动能获得超
8816万人次的流量，还在于这是一次全媒
体互动、整合和传播，并采用每周两个镇街，
固定时间播出的形式，让观众们有种“追剧”
的独特感受。

本次“双晒”活动的作品，集高度、深度、
温度、情怀、接地气于一体，引发各镇街的群
众为家乡积极“打call”喝彩，让每个大足人
都为自己的家乡倍感骄傲。

“我们龙水的五金那可
是远近闻名”，“咱们通桥街
道出品的摄像头，质量是相
当好”“铁山这一整栋楼的黑
山羊，真是让我开眼界了”“这里
是龙滩子，这里是曾经的川汽厂，这
里更是让我自豪的家乡！”“珠溪镇的冬
菜，那可是好吃得很！”“谁人不知我们邮亭
鲫鱼，没吃过的朋友快来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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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车间实地晒好货
“双晒”由大足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

办、区融媒体中心、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
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委、中国广电重庆公
司大足分公司共同主办，各镇街人民政府
（办事处）承办。此次活动包括“镇长（主
任）晒产业、晒产品”专题推介、“炫彩60
秒”微视频、“镇街故事荟”专题报道三大
内容。

本次“双晒”专题推介活动全程由多家
媒体平台参与报道，包括大足区融媒体中
心、掌上大足APP、网易重庆、《新渝报》
等。其中，网易重庆联动网易成都、泸州、
资阳、内江站点，5城同步进行报道。

从9月4日拉开序幕，本次“双晒”专
题推介活动就在大足区内外引起广泛关
注。在“炫彩60秒”微视频中，各镇街深度
提炼特色，在一分钟的时间内展现镇街魅
力，吸引了大批网友的眼球；在“双晒”专题
推介活动中，由各镇街镇长（主任）化身“推
介人”，亮相屏幕，推介各镇街的人文底蕴、
产业故事、特色产品；“镇街故事荟”则由各
镇街以点到面，剖析特色产业的前世今生，
以“小故事”见“大产业”。这不仅检验了各
镇长（主任）的业务水平，也进一步梳理了
大足的产业脉络，立即吸引了区内外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各镇街镇长
（主任）全程参与拍摄、出镜，更是采用原声
无配音。他们告别文件语言，用标准或不
太标准的普通话讲述当地的人文历史与产
业故事，既让本地群众感动，又增添了几分
好奇。

“精美的石刻会说话，今天就让我们漫
步北山，去听一听石刻是怎么讲述龙岗
……”9月4日，龙岗街道打响了大足区“晒
产业、晒产品”主题推介活动的“第一炮”，

龙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聂川
带领主持人与网友一同在石刻中邂逅龙
岗，在岁月中探寻幸福。

湖光山色秀如梦，众志一心筑玉龙。
在玉龙镇的“双晒”视频中，玉龙镇镇长、党
委副书记苟宗杰来到秀美的玉龙山下、龙
水湖畔，通过镜头带着网友泛舟游湖，赏山
水之美；湖畔品茗，鉴玉龙茶韵。在移步换
景之间，观众们切实感受到了“欢乐龙水
湖、养生巴岳山、幸福嘉年华”的玉龙魅
力。而在介绍特色产品环节，黄金芽茶、

“三不加”母子酱油、绿壳鸡蛋等特色产品
一一亮相，有网友点评道：“不得不感叹，玉
龙真是个宝藏！什么都能体验到，来一趟
太值得了”。

一舞火龙，赏火树银花；尊尊石刻，述
千载传承；山水相依，蕴魅力人文；戮力同
心，书发展新篇；百业耕耘，绘物阜民丰。
在中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鲲鹏的介绍
下，中敖这个“火龙之乡、英雄故里”在新时
代的产业故事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竹
编、灯笼等手工业产品，蚕桑、柑橘、柠檬、
黑山羊等特色农业产品，无不深刻展示着
中敖人民的智慧与勤劳。

各镇街的镇长（主任）在推介中“各显
神通”，用各自的独特办法为网友讲述独具
魅力的产业故事，展示有口皆碑的特色产
品，让网友们大开眼界。

金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顺林与佛
手生态体验园负责人一同品尝佛手茶，讲
述佛手之乡的故事；万古党委副书记、镇长
师玲与智能AI主持人小万搭档，以创新方
式介绍万古的机器人产业；拾万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姜从志来到田间地头，在郁郁葱
葱的田埂上讲述袁隆平院士与拾万的相遇
故事……

历经3个多月的大足区“双晒”专题推介
活动落下帷幕，各镇街在“晒”的过程中，进一
步厘清了发展思路、凝聚了发展合力。当前，
大足正处于崛起跨越的新潮头、迎来大有可
为的新阶段，各镇街如何做好做实“双晒”的

“后半篇”文章，是谋划2024年工作的重心。
此次“双晒”活动，各镇街都展示了丰富

的乡村资源、特色产业，比如古龙的茶叶、高
坪的蜂蜜、龙石的黑山羊、宝顶的石刻等等。
如何将丰富的资源转化成累累的硕果，还需
要各镇街扎扎实实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这次‘双晒’时间跨度之长、参与人数

之多、参与热情之高、影响范围之广，效果比
第一季还好。”大足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认为，“双晒”促使各镇街盘点产业家底，盘
活特色产品资源，紧扣“桥头堡”城市定位，
深挖产业本底、广挖发展潜力、大挖特色产
品，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各镇街端出“好
货”、秀出“绝活”，增强了拼经济抓产业的信
心决心和战略定力，努力交出共建经济圈的
赶考文章和大足答卷。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积极
牵头做好“双晒”活动的“后半篇”文章，推动

“双晒”成果的巩固、转化、利用，把人们热爱
家乡、心系家乡的情感转化为奉献发展的实
践，把人们关心大足、向往大足的情感凝聚成
推动发展的合力，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
厅、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

“追剧”式体验引热潮

做好“后半篇”文章

耗时3个多月的大足区“晒产业·晒产品”活动落
下帷幕，各镇街端出“好货”、秀出“绝活”，增强了拼经
济抓产业的信心决心和战略定力，努力交出共建经济
圈的赶考文章和大足答卷。当前，大足正加快建设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先行区、现代化城市群协同发
展样板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的经济增长极，各镇街
如何做好做实“双晒”的“后半篇”文章，是谋划下一步
工作的重点。

在2022年和2023年，大足区相继开展了大足区镇
街“晒文化·晒旅游”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和大足区镇街

“晒产业·晒产品”专题推介活动。目的是让书记、镇长
（主任）走上前台，通过“晒”，知家底、明方向；通过
“比”，聚合力、增信心。“前半程”走出了康庄大道，“后
半程”自然也不能松劲，各镇街需要在“双晒”的“后半
篇”文章上要含金量。

书记、镇长（主任）“出圈”其实挺难：一难心理关，
身为行政人员，既要保持身份上的“适配感”，又要让视
频有新意；二难拍摄关，自己非专业演员，既无镜头感，
更无经验可谈。

不过，面对“读图”“看视频”时代，如何让本镇（街）
文旅资源、产业产品获得关注和聚焦，一直是各镇街在
思考的问题和努力方向。

相比多采用明星代言、重金做广告等形式，书记、

镇长（主任）亲自出像推介文旅和特色产品，对观众而
言，更有说服力。书记、镇长（主任）为了获得流量，“牙
齿一咬”，都拼了。没有服装，到文化馆借一套；为了融
入年轻人，拿起相机，当起背包客；无经验，就一遍遍重
复；手磨破了，贴上创可贴继续……最终，他们完成了
视频的拍摄。

有评论称，书记、镇长（主任）们的代言，只是解决
了“如何被看见”的问题，但流量变“留量”，要让游客来
得了、玩得好，更考验的是“内功”。

对此，不少镇街的经验是，首先避免“落差感”，即
避免宣传内容与游客实际感受产生明显落差，不能让
游客现场体验之后产生被欺骗之感，视频内容需“所见
即所得”；其次要有“主角观”，个人只是“风景”的配角，
不能以“变装”“导游”“推荐”等形式，喧宾夺主抢了“主
角”的戏。因此，回龙、宝顶、三驱、雍溪、中敖等镇街的
推介短视频，书记、镇长（主任）往往只起穿针引线的作
用，多为风景、产品推介。

统计数据显示，大足区镇街“晒文化·晒旅游”大型
文旅推介活动超100万人次阅读、点赞，“晒产业·晒产
品”专题推介活动各类作品线上累计流量超过8816万
人次。两季“双晒”活动带来的全民参与互动效应已开
始在部分镇街显现，过去一些非知名景区因为“双晒”
而迅速走红。今年端午节三天小长假，雍溪镇天华花

卉园可谓是“一床难求”，大量游客涌进，民宿天天爆
满，就连草坪上也搭满了帐篷，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
红打卡地”；中敖镇鳌龙湾，一场火龙表演吸引了周边
镇街甚至是四川安岳的群众来观看；高坪镇楠木林，每
天前来“洗肺”的游客大幅增加……

“双晒”只是一味“药引子”，各镇街通过“双晒”活
动不断找准问题、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提升山水颜值，
彰显人文之美，进而把当代大足发展进步和当代大足
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大足精神、大足价值、大
足力量阐释好，让人文风韵和自然风光走向市场、走向
世界，聚集更多人气和资源，让大足近者悦、远者来，给
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让流量变“留量”促进产业长红
□ 陈龙

大足五金大足五金

宝兴桃子宝兴桃子

中敖桑葚酒中敖桑葚酒

铁山白芷铁山白芷

金山佛手金山佛手

三驱镇粮油基地风貌样板区三驱镇粮油基地风貌样板区

黑山羊黑山羊

盛泰光电产品盛泰光电产品

宇海车间宇海车间

□
新
渝
报
记
者

陈
龙

扫
码
看

扫
码
看
﹃﹃
晒
产
业

晒
产
业
··
晒
产
品

晒
产
品
﹄﹄

专
题
推
介
活
动
回
顾

专
题
推
介
活
动
回
顾

（本版图片为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