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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3月26日，匈牙
利M1电视台、TV2电视台、ATV频道等媒体
的摄制组一行10余人走进大足，一同品位大
足美食、领略石刻艺术魅力。匈牙利驻重庆
总领事馆总领事百里出席活动。

在大足石刻游客中心，摄制组的工作人
员观看了 4K电影和 8K球幕电影，探索大足
石刻文化的前世今生；大佛湾核心景区绿树
掩映，崖壁上的石刻引人注目，大家一边听取
讲解员的讲解，一边用镜头记录下石刻艺术

之美；沿着阶梯拾级而上，宏大壮丽的大足石
刻博物馆映入眼帘，摄制组走进馆内探寻着
文物的历史脉络。

随后，摄制组一行还品尝了隐藏在大足
大街小巷中的独特美食。香辣的丁家坡洋

芋、鲜美的大足杂酱面……这些特色美食一
出场就捕获了摄制组工作人员的心，大家尽
情品尝，详细了解其制作工艺，不时拿出相
机、手机进行记录。

“大足石刻的美，我真的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来形容，其成就是惊人的。”来自Index媒体的记
者彼得·帕尔·克拉尼茨说，大足石刻的文化底
蕴令人赞叹，会将大足的美食和石刻文化全方
位展现给海外观众，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重庆市文化旅游委、
匈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主办，以“外媒眼中的
重庆”为主题，拍摄重庆的人文风情、自然风
光等旅游资源特色，制作后将在匈牙利国家
级媒体推出定制的旅游线路，向匈牙利人民
和周边国家宣传推广重庆旅游。

匈牙利国家级媒体摄制组走进大足

用镜头记录石刻之美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3月26日晚，第十
二届大足石刻国际旅游文化节正式开幕，“你
好中国·美丽大足”全球推广周活动同时启
动。中国旅游报社海外新媒体矩阵CTNEWS
将通过 5个海外主流社交平台，在美国、德
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重点国家级通讯社、
主要新闻网站、门户网站上进行大足主题宣
传推广，不但要让大足石刻“走出去”，更要

“走进去”，为大足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力。

“你好中国·美丽大足”全球推广周活动是
中国旅游报社2024年中国文旅国际传播计划

的首场活动。该社策划总监李鹏冲说，大足拥
有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大足石刻作为世界
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对世界文化
有着重要影响。本次推广活动将向全球展示
大足丰富的历史文化、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
的民俗风情，进一步提升大足旅游的国际影响
力和吸引力，让大足更好走向世界。

据了解，推广周期间大足区和中国旅游

报社除了开展 CTNEWS全球传播和国际主
流媒体宣传外，还将开展“屏赏大足美景”户
外国际传播活动，计划在日本东京地标建
筑、商业街区的户外大屏循环播放大足旅游
宣传视频，让更多外国游客关注大足、了解
大足，吸引他们前来亲身感受大足石刻的魅
力。并且将举办国际友人采风活动，邀请重
点客源国驻华参赞、国外KOL、国内主流媒
体代表等来到大足，边体验边传播，提升国

际传播效能。
中国旅游报社是文化和旅游部主管、旅

游行业唯一的全国性专业媒体。近年来，该
社从顶层设计、资源对接、产业导入等方面，
助力各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你好！中国”
全球推广是该社 2023年在第十届中国旅游
产业发展年会上与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
联合发布的中国文旅国际传播计划之一，旨
在做好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新渝报讯（记者 罗婷婷 实习生 赵元
元）为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旅游环境，确保大
足石刻国际旅游文化节顺利开展，大足提前
部署，统筹各方力量，为游客提供精细化全方
位的服务保障，集中展现现代化新大足新形
象，获得了游客点赞。

本届节会期间，大足在有关路段实行了
临时交通管制，严防出现大面积、长时间交通
拥堵。同时，为了方便游客出行，从 27日早
上 8时到 28日凌晨 4时，大足区交通局在城

区前往宝顶景区的沿线设置了多个临时站
点，并安排公交车、大巴车作为接驳车，滚动
发车接送游客，全力保障出行方便。

为了维护活动期间景区内的安全和秩
序，大足区公安局提前安排、周密部署，抽调
各方力量共 2000余人参与到安全秩序维护
中，开展不间断巡逻巡防，及时排查隐患，保

障安全。
在电力和通信保障方面，大足区电力公

司提前一周就全面排查了 10条输电线路、4
座电站、3条配网线路，并在16处重要设备和
客户点安排40余名骨干人员值守，把最精干
的队伍都派驻到了一线。

大足移动公司、大足电信公司、大足

联通公司也派出了应急通信保障车应对
人流量激增后的通信需求。3家通信企业
的无线网络优化人员提前预测重点区域
用户数量，通过增加网络载波等方式，对
无线网络进行扩容，大幅提升网络承载能
力，确保重点区域内大批量用户同时在线
也不会拥堵。

精细化全方位服务保障获游客点赞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诙谐风趣的车幺妹、惟妙惟肖的双桥狮舞、
气势磅礴的中敖火龙……你方唱罢我登场，精
彩绝伦。现场人山人海，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第十二届大足石刻国际旅游文化节暨
2024年宝顶香会节民俗巡游展演上，除了宝
顶架香庙会这项国家级非遗活动外，中敖火
龙、川剧变脸、万古鲤鱼灯舞、双桥狮舞、车幺
妹等非遗项目的精彩展演，成为了文化节上
不可或缺的文化盛宴。

近年来，大足区积极贯彻“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深
入挖掘非遗文化内涵，坚持保护与开发、传承
与创新并重，不断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
力和影响力。

保护有方
筑牢非遗传承基石

在民俗巡游展演活动中，两条绚丽的中

敖火龙在队员们的舞动下腾空而起，翻腾、跳
跃、盘旋，行云流水的表演给观众带来强烈的
视觉冲击，让人印象深刻。

“今年龙年，我们的演出比较多，除了在
重庆表演，我们还去到了四川等外地演出。”
大足区民间火龙协会会长姚文勇说，中敖火
龙非遗项目近些年的发展离不开大足相关部
门的保护和宣传。

中敖火龙是龙舞（龙灯）中的一种，其起
源考据之一，是纪念南宋忠臣赵昴发，后来
演变为一项祈福、求平安的民俗文化活动。
每年春节初六的晚上，中敖的乡场上，火龙
队伍依次走过乡场上的每一户人家，场面热
闹非凡。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中敖
火龙也面临着被遗忘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大足区相关部门加强了
对这项传统文化的保护。2011年，中敖火龙
被列为重庆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足区民间火龙艺术协会成立。中敖镇作为

“火龙之乡”，还在加福社区修建了“故里·火

龙湾”，为中敖火龙表演提供了专门的表演场
地。越来越多的表演活动中都能看到中敖火
龙的身影。

中敖火龙只是大足非遗保护中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大足区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
工作，截至目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2项（宝顶架香庙会、大足石
雕），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分别有 25项、92项。现有市、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分别有 3个、17个；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
个；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分别有
3个、2个。

传承有人
多个非遗项目走进校园

“和队员们一起参与这次盛会，把我们的
万古鲤鱼灯舞带到这个舞台，我感到既开心
又骄傲。”在民俗巡游展演候场期间，万古鲤

鱼灯舞市级传承人、万古鲤鱼灯舞民间艺术
团团长何定模和 20多名队员重复排练着动
作、表情，确保表演万无一失。

鲤鱼灯舞历史源远流长，迄今已有
1200多年历史。它起源于唐末，由挂灯提
着玩耍，演变为表演。戏水、觅食、翻身、
漂江……一系列鲤鱼的动作被民间艺人
惟妙惟肖地搬上舞台，流传于“岁时年节”

“寿庆婚嫁”等礼仪活动之中，人们通过舞
鱼，寄托“吉庆祥和”的期盼和“年年有余”
的诉求。

今年 67岁的何定模表演万古鲤鱼灯舞
已经有20多年了。2005年，为了保护和传承
这一民间艺术，他和几名代表性传承人成立
了万古鲤鱼灯舞民间艺术团，带领万古鲤鱼
灯舞走上更广阔的展示平台。

“现在我们艺术团一共有 50多人，参与
表演的人员有 20多人，我儿子、儿媳也在表
演队里。”何定模说。

不仅如此，何定模和队员们还带着这一
技艺陆续走进大足三小、万古镇中心幼儿园、
大足中学等多所学校，从制作到表演，培育了
一支支新生队伍。

去年，万古鲤鱼灯舞还走进大足中学高
中国际班的课堂，这让何定模喜出望外，他希
望未来通过这些孩子，将大足鲤鱼灯舞带到
世界各地。

据悉，大足区现有市、区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各 23人、106人，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教育基地分别有 3个、17个。除了万
古鲤鱼灯舞，大足石雕、大足剪纸、川剧、梅丝
拳、双桥狮舞也纷纷走进校园。

创新发展
焕发时代新活力

非遗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
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非遗如何以古之规矩，开今之生面？在
这方面，大足川剧便作了不少的创新和尝试。

几年前，大足区戏剧曲艺协会负责人谭
冬鸣创作了《魅力大足欢迎您》，结合大足本
地文化编写新的唱词，通过老调新唱的形式，
让川剧走进大家的生活，更好地实现川剧的

“活态”传承。
同时，谭冬鸣还和协会的会员们将大足

石刻中的经典造像“父母恩重经变相”编写成
戏本，找来小演员排演成节目。

又如，去年“川剧节”的主题曲《花谷醉》，
在通俗唱法下，加上川剧唱腔点缀，令人耳目
一新，可谓川剧的又一次尝试。

除了非遗项目自身的创新外，大足还以
“非遗+文旅”的方式，积极推动非遗项目发
展。一方面鼓励支持非遗传承人研发文创产
品，非遗文创产品参加2021“重庆好礼”旅游
商品文创产品设计大赛获1银2铜；另一方面
推动非遗产品市场化，鼓励引导非遗企业利
用非遗品牌，加大宣传力度，践行“互联网+”
思维，整合电商、拓宽销售渠道，实行线上线
下同时销售。

此外，大足区还推动非遗产业与乡村
振兴结合。2020年 9月，大足区文化旅游
委、区扶贫办、区妇联联合开展 2020年大足
区非遗扶贫培训，90名学员进行了为期一
个月的大足石雕、大足竹雕和蜀绣技艺培
训，推进非遗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助力乡村
振兴……

赓续文化血脉，传承千年匠心，大足一直
在路上。

赓续文化血脉 传承千年匠心

非遗登上台 文旅活起来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记者昨日从大足区医保局获
悉，自1月1日起大足区正式启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改
革，通过一段时间扎实有力的工作，初步实现了硬件设施得
到改善、群众宣传得到加强、改革红利得到释放三方面目标。

改进医院设施，支撑数字医院建设。为着重化解门诊
患者就诊需求量陡增的矛盾，大足区医保局以医保电子处
方流转工作为抓手，推进完成定点医疗机构处方接口技
术改造26家，化解需求测试和HIS系统升级相关问题50
条，功能验收通过418家，药店流转电子处方70余条。

加强宣传解释，确保新政策顺利落地。改革能否达到
预期效果，获得广大职工的支持是关键。大足区医保局引
领各医疗机构加强改革政策宣传，讲透政策实质内容，争
取更多群众的理解支持。目前，大足区医保局按照人群类
型，开展实地宣讲7次，培训定点医疗医药机构政策宣传
员600余人，投放车载视频广告143辆，发放政策宣传资料
6万余份，打消了职工的疑虑，获得了更多的赞同票。

推动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让更多职工受惠。通过延
伸处方流转结算机构范围，扩大门诊保障病种数量，全面
实现就诊报销“一站式”结算。截至目前，全区职工医保
普通门诊结算 10.12万笔，统筹报销 221.55万元，整体运
行平稳有序。

大足区医保局负责人表示，事实证明实施职工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改革，确实减轻了患者的门诊支付负担，实现
了社会共济互助，真正将过去单纯依靠个人账户积累保
障，变为由医保统筹基金互助共济保障，达到了“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良性互助，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大足职工医保门诊
共济保障改革稳步推进

(上接1版)
吕特表示，2013年我作为首相首次访华，特别是

2014年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宣布建立荷中开放务实的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贸易额翻
了一番，双边合作呈现巨大潜力和前景。“脱钩断链”不是
荷兰政府的政策选项，因为任何损害中国发展利益的行
动也会伤及自身。感谢中方为荷兰公民赴华提供 15天
免签待遇。荷方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持续
深化伙伴关系，便利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减少碳排放等
领域合作，密切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场合以及国际地区
热点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王毅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 郑明达）3月27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
问的斯里兰卡总理古纳瓦德纳。

习近平指出，中斯友好源远流长，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
亲近感。巩固好、发展好中斯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和共同期待。中方愿同斯方一道，继续弘扬“独立自强、
团结互助”的《米胶协定》精神，巩固政治互信，加强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拓展务实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
深化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斯里兰卡维护国家主权、
独立、民族尊严，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将继
续为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双方
要共同努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别是科伦坡
港口城和汉班托塔综合开发两大旗舰项目，深化物流、能
源、产业合作，加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清洁能源、文化
旅游、海洋经济等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愿继续扩大进口
斯里兰卡特色优质产品，鼓励中国企业赴斯里兰卡投资
兴业，希望斯方提供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中方愿同斯
方加强乡村减贫合作，助力斯里兰卡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双方应该进一步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作，维护好中斯共同利
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古纳瓦德纳表示，斯中传统友好。斯方毫不含糊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毫不含糊奉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始终将
中国置于对外关系的优先位置。斯方不会忘记中国在斯
困难之际总是及时伸出援手，斯中是命运与共的患难之
交。科伦坡港口城和汉班托塔综合开发等项目极大提振
了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力促进了地区整体发展。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
明倡议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和正能量，斯方
将积极支持参与。斯方愿继续同中方一道，弘扬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深化斯中友好关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拓展
经贸、教育、旅游、减贫等领域合作，密切国际多边沟通协
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毅参加会见。

新华社成都3月27日电（记者 张海磊）作为第十一届
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的重要活动，《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
告（2024）》3月27日在成都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
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亿人，网民使用率
98.3%，网络视听“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地位愈加稳固。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副秘书长周结发布了 12大主要
发现，通过多个关键数据，描述了过去一年网络视听行业
发展成果。

报告显示，2023年，包括长视频、短视频、直播、音频
等领域在内的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万亿，达
11524.81亿元，以网络视听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存续企业
共有 66万余家。截至 2023年 12月，全网短视频账号总
数达15.5亿个，职业主播数量已达1508万人。庞大的从
业者体量、可观的市场规模，推动网络视听成为数字经济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近几年，微短剧持续火热。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
范+引导”双护航下，微短剧正成为精品创作和主流价值
观传播阵地，得到越来越多用户认可。报告显示，经常观
看微短剧用户占比达39.9%。

报告中多个数据显示，网络视听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走好“最后一公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周结介绍，近两年，
网络视听用户增量主要来自农村。2022年和2023年，我国
农村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分别达到2.99亿人、3.20亿人，同比
增长分别为12.6%、6.8%，增速远高于同期城镇用户。

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亿人

日本厚生劳动省26日发文给小林制药公司总部所
在的大阪市健康局说，继小林制药当天公布一名服用该
公司含红曲成分保健品的消费者因肾病死亡后，同一天
又接到第二例消费者服用后死亡的报告。厚生劳动省要
求大阪市健康局依法对小林制药三款含红曲成分保健品
采取废弃等措施。 据新华社

气势磅礴的中敖火龙。

优美灵动的鲤鱼灯。本组图片由新渝报记者 瞿波 黄舒 欧柚希 蒋世勇 实习生 曾亦嘉 摄

双桥狮舞吸引外国游客。

聚焦2024大足石刻国际旅游文化节

幽默风趣的车幺妹。

海外媒体向全球宣传推介大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