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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碧水柳岸、水天一色；西子之畔，千帆竞
发、蓄势扬帆。

2024重庆端午民俗活动暨“大足石刻杯”成渝双城
经济圈龙舟邀请赛（下称“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8日—
10日在龙水湖举行。作为一项最具传统文化魅力的民
间活动，龙舟赛经过多年传承与演变，如今已经成为融
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产业振兴为一体的综合盛会。

龙舟竞赛源于中国的端午节及祭祀传统，隆隆鼓声
已响彻千年，无论在何时都能感觉赛龙舟的心潮澎湃。
龙年端午来临，大足人民以诚相邀，川渝两地57支龙舟
队、近800名运动员将乘风逐浪、百舸争流；以此为契机，
大足儿女劈波斩浪，以龙腾昌州振雄风，奋楫争先向荣
光的豪气，为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增辉添彩。

水韵昌州 文脉绵延

水，对大足而言，重中之重。
大足，缘水而兴——濑溪河发源于大足，穿城而过，

是长江的支流之一。长江文化涵盖了和合共生、创新创
造、开放包容等精神特质，以“开山化石、励志图新”为特
质的大足文化与长江文化一脉相承，是长江文化三大版
块之一的巴蜀文化的突出构成部分。

起于初唐、盛于两宋的大足石刻是石窟艺术史上最
后的丰碑，其所蕴含的“慈、善、孝、义、廉”文化给人思想
启迪和情感共鸣，有着“湿润你的眼、磨砺你的心、燃烧
你的梦”的艺术感染力。当前，大足正在对大足石刻文
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大足全域打造大足
石刻文化公园，并联手故宫博物院、浙江大学、腾讯等单

位开展“大足学”研究，开发动漫、微视频等系列文创产
品，让石刻文物“活”起来、“火”起来，让大足石刻文化走
进寻常生活。

山的淳朴、水的灵动留住一代人的乡愁。
记者查找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以前，划龙舟基本

上都是民间自发的划小船活动。建区以来，以政府名义
组织的龙舟赛赛事还未出现。此次龙舟赛再次回归，让
这项传承延续千年的传统民俗活动又拉满期待。

龙舟的魅力有多大？据国际龙舟联合会统计，如今
联合会有85个成员国，遍布全世界，而其1991年成立之
初，只有12个成员国。去年更是“划进”了杭州亚运会。

可见。龙舟运动早已突破华人、东亚及东南亚的区
域限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喜爱和接受，
拥有了更广泛的参与人群。

闻一多在《端午考》中写道，龙舟竞渡是史前图腾社
会的遗俗，源于古代百越地区对龙图腾的信仰和崇拜。
早在屈原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
乡一带，虽始于祭祀神灵，后来却升华为对屈原品格和
精神的敬仰。

为什么龙舟火了千年，从国内火到国外？
龙舟，是一种具象的文化纽带。
从源自先民的生产劳动和战争发生的“竞渡”，到荆

楚之地赋予了纪念屈原投汨罗江的新内涵，以及在全国
各地的龙舟竞渡的外在表现形式也随之出现的一些变
化，无不被打上了时代、民族和地域的烙印。它的得益
与存留，归根到底还是从古至今民众一脉相承的热爱。

如今，在大足，龙舟不仅是一场全民健身、合力协作
的体育文化活动，还能毫无保留地展示体育的海纳百
川，让我们共享诗与远方。

4月21日，2024重庆·大足龙水湖马拉松旅游文化
节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跑友齐聚美丽的

龙水湖畔，上演了一场跑步狂欢……大足全民健身系列
活动如火如荼开展，跳广场舞、骑自行车、跑步、打太极
拳……广场、公园、社区里，一组组充满动感与活力的运
动镜头，展现了广大群众蓬勃向上的活力。

不仅如此，大足还承办了“大足石刻杯”全国定向锦
标赛。本次锦标赛作为新冠疫情后全国首场定向比赛，
首次尝试在比赛中现场直播，受到央级、省级、网络、自
媒体的高度关注，新华社、新浪、优酷、爱奇艺、企鹅体
育、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大足融媒体平台等官
方视频直播，浏览量达2600万。

推出“天下大足·石刻寻踪”定向赛事。充分发挥体
育助推文旅的强大功能，挖掘“大足石刻”是重庆唯一世
界文化遗产的品牌优势，持续打造大足文化特色的城市
级原创赛事IP：“天下大足·石刻寻踪”定向系列赛，不断
提升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美誉度和影响力，助力地方
经济的同时，掀起全区全民健身的热潮。

在龙舟赛开赛之际，大足将以一场盛大的龙舟竞渡
赛事，让城市沸腾、让文化复苏、让群众幸福。

源头活水 有“湖”乃大

“礼佛未登宝顶，随缘先访龙湖。当年人力现鸿图，
高山潜水库，大海接天都。舟入琉璃世界，波光上下清
虚。主宾相对了无殊，胜因逢佛诞，妙意契真如。”

1988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面对风光
旖旎、烟波浩渺的大足龙水湖，欣然填词《临江仙·游龙
水湖》。

大足地势突兀盆中，地面水入境不足10%，几乎有
出无进。自宋朝以来，各种自然灾害以旱灾居首。特殊
的自然地理环境，水利设施建设对大足尤为重要。

1958年10月，大足动员组织10万劳动大军，掀起
大修水库高潮。1958年12月，龙水湖在玉龙山下开始
建设，次年7月竣工蓄水，1960年春灌发挥效益，是如今
龙水镇一带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

龙水湖水域面积、库容相当于4个杭州西湖，因此又
被誉为“大足西湖”。龙水湖被称为西湖，并非只是体量
大。龙水湖港汊纵横，湖中108个岛屿点缀其中。湖中
小岛如困牛、如爬龟、如游龙，有的突兀、有的坦荡如砥，
有的如绿色的地毯。岛上松林蔽日，山水相映，百花争
艳，幽静秀美。白鹤、野鸭、鸳鸯等20多种珍禽栖息于岛
上，翩然欢飞于湖面，一派野趣盎然的天然风光。

山绕绿水、水环小岛、夹岸修竹，真是“船行碧波上，
人在画中游”。

如今，天蓝地绿、山清水秀已成为城市发展和广大
市民根深蒂固的共识，大足具有开展龙舟运动得天独厚
的优势。

但并不是每个有水的城市都有条件和能力举办龙
舟赛。水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条件，但却不是有水就行。
龙舟航道的高标准要求排除了一大批小江小河，而龙水
湖湖面阔直、深度适宜、水质清澈、水流平静，这是举办
龙舟赛事的关键。同时，大足不是“关起门来”自娱自
乐，而是充分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桥头堡作
用，联动川渝多个城市一起竞渡，不仅仅是一场川渝间
文化的交流，更是对自身文化底蕴的自信。

另一方面，大足区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
实到“清河、护岸、净水、保水”四项行动中。2023年，大
足深入实施“岸上能看景、下河能游泳”五年行动计划，
系统整治淮远河等5条河流，完成平滩河等6条河流健
康评价；整改190家重点企业涉气问题，秸秆资源化综合
利用经验获市级推广，获评首批市级气候投融资试点
区；完成营造林建设1.8万亩，实施巴岳山生态修复1800

亩、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168亩，水土流失治理27平
方公里、河道综合治理25公里……2023年，大足区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国考市考断面水质全部达标，城区
空气优良天数322天、列渝西地区第一，水清、岸绿、河畅
的城市蓝图逐步实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为推进大足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大足区依托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契机，出台鼓励体育产业扶持政
策，规划打造“一基地、两高地、多中心”体育产业发展格
局。“一基地”：充分发挥大足工业园区基础雄厚，资源要
素集聚，五金产业门类齐全的优势，打造体育用品制造
基地。“两高地”：依托大足城区和双桥经开区体育场地
设施齐全、交通快捷便利、旅游资源丰富等优势，建设体
育消费高地，重点发展体育健身、赛事表演、体育用品展
览、体育文化创意、商务流通等服务业。“多中心”：充分
发挥大足石刻文创园、龙水湖度假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
旅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等优势。努力建成体育旅游观
光中心、体育休闲娱乐中心、特色项目培训中心。

根据规划，重点发展登山、龙舟、滑水、摩托艇、温泉
水乐园、丛林探险、户外拓展、漂流等体育旅游项目和围
棋、武术、足球、网球等特色培训项目。

同时，加强与国内外知名体育企业、研发机构合资合
作，提升产品研发能力，力争引进1个以上国际国内知名
体育用品品牌。培育1—2个具有特色、创新力强的体育
产业企业。在促进体育消费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方面。

近年来，大足区出台了鼓励体育消费的有关措施，
推动体育与养老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教育培训
等的融合，促进体育旅游、体育传媒、体育会展、体育广
告、体育影视等相关业态发展，提供适应群众需求、丰富
多样的产品和服务，激发群众体育消费热情，形成充满
活力的体育消费市场。

到2035年，基本建成体育强区的目标，大足正跨步
向前……

全新启航 大足速度

棹桨飞舞，飞舟竞渡，活力之城，厚蕴勃发。
在2023年度大足区旅行商大会暨文旅产业招商推

介会上，大足对外发布了文旅产业发展政策清单、文旅产
业投资机会清单、文旅设施建设项目清单“三张清单”。

“三张清单”中，在文旅产业发展政策方面，大足围绕
支持文旅品牌创建、旅游要素供给、文创产业发展、文化艺
术传承展示等方面，出台了4个方面10条专项政策，并设
置投入1亿元资金用于支持文旅产业发展，包括宣传营销
5000万，旅游产业发展基金3000万，政策奖励2000万；

在文旅投资机会方面，大足围绕“全景式打造、全季
节体验、全产业发展、全社会参与、全方位服务”，精心梳
理了28个重点项目，涉及研学基地、精品民宿、商业街
区、演出游乐、景区提升等方向，总投资57亿余元；

在文旅设施建设项目方面，大足围绕全力建设国际
文旅名城这一目标，发布了133个项目，涉及文物保护、
景区配套、主题酒店、艺术街区、小镇焕新等方向，总投
资180亿元。

在产业体系更加完善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企业选择落户
大足，2023年累计签约入住企业168家，总投资255亿元。

同时，大足文旅集团发布了营销奖励方案，激励各大
旅行社把游客带到大足、留到大足。在越来越“内卷”的文
旅圈，大足逐渐突出重围，成为了大家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1月12日，东北地区百家旅行商和媒体到大足开展
考察踩线活动并签订合作协议，启动“足”惠东北、石刻
有约——东北三省游大足定向惠游计划；2月26日，在

“你好，重庆”台湾旅行商来渝考察活动中，作为考察第
一站，来自台湾近50家旅行社的66名从业者深入了解
了大足旅游资源、城市发展情况、旅行社支持政策，为接
下来开展台胞来重庆旅游业务做好前期调研……

当下，大足站在更大舞台展示自我、对接世界。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现场旌旗猎猎。重庆都市圈铁路

西环线、成渝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加快启动；大永高速、大安
高速建设启动在即；渝蓉高速“大足石刻”服务区辐射带动
能力加强，推进渝蓉高速石门山互通、高升下道口前期工
作；“4+N”现代综合物流体系加快构建；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红利扩大，力争进出口总额达到80亿元以上……

通九州，纳百川。
如今的大足，高铁叠加、高速成网、南下到海，西达

欧洲。大足充分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优势，
聚焦融入“七大交通走廊”和全市集疏运体系，加快推进
成渝中线高铁等引领性项目，推动成渝铁路扩能、成渝
高速公路改造、重庆都市圈铁路西环线等工程，提升区
域通道支撑能级。建立与中欧班列、长江航运、航空货
运衔接机制，引进头部物流企业在足建立分拨中心，提
高干线运输组织效率和辐射范围。

同时，深入推进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
新区建设，建强国家级电商示范基地、中缅经济产业园
等开放平台，常态化开行市场采购贸易中线班列。到
2027年，对外贸易突破200亿元。

2024重庆端午民俗活动暨“大足石刻杯”成渝双城
经济圈龙舟邀请赛开赛在即。6月6日，记者在龙舟赛举
办水域看到，不少大足参赛队伍正在加紧训练，力争在
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远方的号子已经响起，“大足号”龙舟正乘风破浪冲
向更远的远方。就像“精诚团结、拼搏进取，同舟共济、
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既已出发，桨就不会停……

渝周刊·巴蜀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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