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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巴渝新篇章的价值引领者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 候小梅）6月10
日，2024重庆端午民俗活动暨“大足石刻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龙舟邀请赛在龙水湖
畔精彩落幕。当天上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龙舟邀请赛决赛赛道上分出了胜负，重庆
巫山、双桥经开区办公室总工会、玉龙镇总
工会三支代表队分别获得公开组、大足部门
组、大足镇街组三个组别的冠军。

9 时 30 分，龙舟赛正式拉开帷幕。
只听鼓声大作，一艘艘龙舟在各自赛
道上如离弦之箭破浪划行，似一条条
出水蛟龙冲向终点。碧波之上，选手
们跟随鼓手的节奏，奋力挥桡划水，每
一下动作都充满力量，齐心协力地将
龙舟驶向终点，铿锵有力的喊号声在
龙水湖上回荡。岸上驻足观看的游

客、市民被选手的士气和激情所带动
和吸引，纷纷拍手叫好，“咔嚓咔嚓”的
拍照声不绝于耳。

最终，重庆巫山、重庆大足、重庆经开
区、四川简阳四支队伍脱颖而出，分别获
得公开组前四名。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
赛唯一的一支女子代表队——湖北宣恩
女子龙舟队，获得了公开组第七名。在大
足部门组的决赛中，双桥经开区办公室总
工会、教育工会联合会、规划自然资源工
会联合会三队分列前三。大足区玉龙镇
总工会、龙水镇总工会、龙滩子街道总工
会分别获得镇街组冠亚季军。

双桥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覃伦富到场为健儿们加油助威，并为获
奖队伍颁奖。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毛双 张
玮 实习生 杨心雨/文 记者 瞿波/图）芒种
看今日，螳螂应节生。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唯一一个直接“指导”农
事活动的节气。6月 10日，“留学重庆·读懂
农历”中外青少年自然探索乡村行活动在大
足区拾万镇的重庆隆平五彩田园举行。来自
重庆医科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大学、西
南大学的 20名留学生与 48名大足区龙岗一
小的学生一起插秧、犁地、簪花插花……多方
面、全方位地学习体验中国农历节气文化。

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是由袁隆平院士亲自
题名的全国唯一以其名字命名的田园综合

体，本次芒种节气文化主题体验活动就在稻
田观光园中拉开了序幕。

在芒种农耕村会的现场，中外青少年纷纷
挽起裤脚，一起在田间地头学起了插秧、犁地。

“左手拿秧苗，右手分秧，每两株一起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不一会儿，光秃
秃的水田里就立起了一排排整齐的秧苗。来
自肯尼亚的留学生 Samuel干得特别起劲，他
说：“这种和土地建立联系的经历，是一次相
当不错的经历。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活动带回
国内，甚至可以进行实践。”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求学于重
庆，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大足参与农业生产

实践，“大丰大足”的丰收场景是他不懈奋斗
的动力。在杂交水稻重庆研究中心小院，拾
万镇副镇长王地生讲起了袁老与拾万镇长虹
村的趣事，聊起了“中心小院”建立的往事，以
及巨型水稻的成功。

6月 10日恰逢端午佳节，当地的花艺师
邀请留学生用艾草、菖蒲等植物体验节气簪
花插花。在和美小院，大家还一起了解粽子
的由来，学习体验包粽子，品尝粽子。

“这是一场跨越地域、语言、民族、文化的人
文交流活动。”活动组委会表示，从芒种文化到
芒种习俗，再到芒种农事，丰富的活动内容，让
留学生和当地青少年一起，沉浸式体验节气文

化的同时，更拓宽了中外青少年的交流形式。
据了解，这是“留学重庆·读懂农历”中外青

少年自然探索乡村行的第三站。该活动旨在搭
建外来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交流平台，通过
深入的文化体验，进一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留学重庆·读懂农历”中外青少年自然
探索乡村行由光明日报《留学》杂志社、重庆
市政府外办、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重庆市教
委、重庆市文化旅游委、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主办，重庆网络广播电视台、重庆医科
大学、大足区委宣传部、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大足区拾万镇共同承办。央视频以及大足区
融媒体中心等平台全程直播。

新渝报讯（记者 杨琢 何美林）赛龙舟、包
粽子、品美食、耍游戏……6月8日—10日，为期
3天的2024重庆端午民俗活动暨“大足石刻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龙舟邀请赛除了看龙舟比
赛，现场还设置了游戏体验区、手作体验区，各
种民俗活动、民俗表演轮番上演，美食集市囊括
各地美食，吸引广大市民游客前来互动体验。

“这次活动让我体验到了端午节的习俗，可
以包粽子、搓艾草，非常有趣。”在“粽”享民俗手
作体验区，来自潼南区的女孩宋雨晨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学习识艾草、搓艾绒、卷艾条、绣艾草香
包，在体验艾草手工艺制作的同时了解端午插艾
草的传说故事。另一边，市民们围成一团，捋粽
叶、将粽叶做漏斗状、填糯米、压紧实、封口、扎捆
……清香的粽叶、晶莹的糯米，在工作人员的现

场教学下，市民们亲手包的粽子就“诞生”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获得了市民的认

可，黄女士表示，“这次活动办得非常好，既让孩
子感受到了端午的节日氛围，也让他们从小了
解并亲身体验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美食集市上人头攒动，长寿土蜂蜜、开州糖
画、合川桃片、三驱甜粑等各地美食齐聚一堂，
让市民们在“耍好”的同时也能“吃好”“喝好”。

活动期间，端午主题汉服巡游、“粽”乐趣味
游戏体验、端午主题文艺表演等一系列活动，也
让市民游客们“粽”享一场端午奇妙之旅。

“我们以龙舟赛加表演、互动活动的形式，
就是想让市民畅享节日，在游玩中了解中国传
统节日——端午节的由来与习俗，感知文化魅
力。”大足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原来松花蛋是这样做的，从一颗鸭蛋变
成松花蛋，这个过程好奇妙！”6月 10日，在

“留学重庆·读懂农历”中外青少年自然探索
大足区乡村行活动上，来自俄罗斯、泰国、孟
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20名留学生与大
足本地的小学生一起，现场体验尊香园灰包
松花蛋、石马植物染等大足非遗技艺。

“裹上草木灰浆，用手搓匀，再滚上一层
柏木渣，一个松花蛋便做好了……”在尊香园
灰包松花蛋制作技艺体验区，部分留学生与
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黄汉涛的指导下，体验

制作了灰包松花蛋。
尊香园灰包松花蛋技艺，将鲜鸭蛋经由

水稻秸秆、茅草及松毛、柏树丫碳化灰等独特
配方调制料泥包裹窖藏，历经自然变化而
成。蛋体晶莹剔透呈金黄色，蛋清呈松柏叶
状花朵，溏心软糯，是重庆地区极具特色的农
副产品。

“植物染”是使用天然植物进行织物染
色的手工制作技艺，共有生染、媒染、煮染、
发酵染、拓染、套染、扎染七种方式。石马植
物染非遗传承人刘萍自五岁起跟随外婆蒋

白玉学习植物染技艺，将祖上流传下
来的染液配方进行归纳和整理，再加
上自己的实践经验，得出了 119个中国
传统色染液配方，提取出二十余种中
国传统色的复合染液，并同步完成了
工艺的优化。

在植物染体验区，展台上各式植物
染的纸花、刺绣作品吸引了许多学生的
目光。有的手拿针线，跟随刘萍体验植物染
绣；有的手拿画笔，在用纸折的花朵上，将红
色的植物染料晕染上去……

“用植物做出来的染料，不仅生态环保，
染出来的颜色也很漂亮，有‘中国传统色’之
美！”马达加斯加留学生梦蝶说。

“留学重庆·读懂农历”中外青少年自然探索乡村行走进大足

端午节是怎么过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过法。香香
甜甜吃着粽子过、劈波斩浪赛着龙舟过、门楣挂着艾叶菖
蒲过、三五亲友看非遗展演过，不管怎么过，只要能起到
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端午“小长假”期间，有几则关于背《离骚》免门票
的新闻，令人耳目一新。

湖北武汉第五届木兰中华龙舟节震撼上演，龙舟翻
波，大学组、社会组激情对决。背诵《离骚》188句，即可
享免门票入园。

湖北荆州楚王车马阵景区推出背《离骚》任意连贯
20句的游客，可免费入园参观。

甘肃文县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天池景区，在景区检
票口挑战顺畅背诵《离骚》三十句，成功通过评定后，本人
可免门票进入景区。

河南隋唐洛阳城景区在九洲池设置节日赠票活动，凡
是能够背诵出《离骚》节选部分的游客（以人教版高一语文
必修二课文为准），即可免票获得九洲池白天门票一张。

山西大同市比北京故宫早了24年的“小故宫”代王
府，推出背《离骚》免门票活动。游客在3分钟内准确背
诵屈原的《离骚》（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节选版本），免
费游园。

河南鸡公山景区推出“你背《离骚》 我免门票”活
动。该景区将《离骚》用颜色分成几个部分，奖励一：背诵
橙色字体部分可获得端午精品礼物1个。奖励二：背诵
橙色+红色字体部分可享主景区门票半价优惠。奖励
三：背诵橙色字体+红色字体+蓝色字体部分，可享主景
区免费入园。

广东珠海市的“岭南大地百草园”背《离骚》免票入
园，1.5米或以下小孩正确背诵出屈原《离骚》节选指定的
15句，端午假期可以免进园门票。

在端午“小长假”的三天时间，还有难以统计的景区
景点推出背《离骚》免门票活动。没有亲临现场的人，很
难想象男女老幼吟诵经典的优雅姿态，以及顺畅背诵出

《离骚》的“成就感”、“知识变现”的畅快感。
《离骚》是战国时期诗人屈原以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

中心的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前半篇倾诉了诗人对楚国
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表达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以及坚
持理想、虽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后半篇通
过神游天界、追求实现理想和失败后欲以身殉国的陈述，反
映出诗人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开创了中国文学史
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约而至的纪念伟大诗人屈原的端午佳节，景区景点
通过背诵其经典佳句免门票的做法，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
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人们口
吐锦绣、思接千载，沉浸在博大精深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如春雨滋润万物时，
背《离骚》免门票的价值，仅仅是一丁半
点的门票钱么？

背《离骚》免门票，这个端午真是“俏”。

背《离骚》免门票 文化端午有点“俏”
□ 罗义华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编》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和
安全的战略高度，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道，提出能源
安全新战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
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
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世界能源安

全和能源发展转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习近平同志围绕国家能源安全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
程统筹好新能源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深入推动能
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
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 8个专题，共计 217段论述，摘自
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4年5月期间的报告、
讲话、演讲、谈话、贺信、回信、指示、批示等130多篇
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新渝报讯（记者 陈安林 刘星 曹栋）赛
龙舟、逛非遗、品美食、迎端午。6月 8日上
午，2024重庆端午民俗活动暨“大足石刻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龙舟邀请赛开幕式举
行。57支参赛队伍、近千余名龙舟健儿，在
龙水湖上劈波斩浪、争相角逐。

大足区委书记陈一清，区委副书记、区
长徐晓勇，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志，区政协
主席廖文丽；市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副主
任朱茂；白俄罗斯驻重庆总领事馆领事切
库拉耶娃·阿纳斯塔西娅、副领事布鲁诺
娃·卡拉丽娜出席活动。大足区委副书记

罗晓春主持。
受区委书记陈一清委托，徐晓勇代表

大足区委、区政府，向出席开幕式的嘉宾表
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大足文旅体
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向龙
舟健儿、裁判员和工作人员表示诚挚问
候。他说，龙年赛龙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习俗，更是传承千年文化、凝聚民族精
神的重要方式。大足自古以来便与“龙”有
着深厚的渊源，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把同舟
共济、相向而行的“龙舟精神”传递给每一
位观众，不断提高大足文化的影响力、辐射

力，加快推动龙水湖度假区创建具有国际
范、中国味、巴蜀韵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加速构建大足“日月辉映、繁星闪烁”的文
旅体融合发展格局。

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
进行了宣誓，特邀嘉宾为龙舟“点睛”，拉开了
本届龙舟赛的序幕。随着鸣笛声响，一支支
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奋勇向前，龙舟
健儿们全神贯注、奋力划桨，舟身水花四溅，
码头上呐喊声助威声连绵不绝，竞相上演一
轮又一轮的“速度与激情”。

本次“大足石刻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龙舟邀请赛为200米直道竞速。在为期三天
的比赛期间，镇街龙舟队 27支、部门龙舟队
22支以及公开组邀请的8支龙舟队将通过预
赛、半决赛和决赛展开激烈角逐。

据了解，除了龙舟赛事外，活动期间还将
举行端午主题汉服巡游、非遗民俗文化表演、
端午主题文艺表演等 3个演艺活动，以及

“粽”享民俗手作体验、“粽”乐趣味游戏体验、
端午文化角、重庆旅游美食“渝味 360碗”体
验区、龙舟集市等5个游园活动。

大足区全体在家市管领导、区级有关部
门、镇街负责人参加。

57支龙舟队伍龙水湖上竞速
2024重庆端午民俗活动暨“大足石刻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龙舟邀请赛开幕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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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端午“耍事”多

龙舟赛决赛现场。新渝报记者 瞿波 欧柚希 将世勇 摄

中外青少年感受大足非遗魅力

外国友人学包粽子。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月均报表数由 115张减至 11张，处理单张报表时间
由平均2小时减至10分钟——

日前，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冯昭华梳理街
道工作量时发现，镇街每年要报送的1000多张传统报表
被全面消除，基层人员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助力发展、服务
群众上……

变化，缘自“渝快政”平台的一个智能组件。
去年，在数字重庆建设整体构架下，针对基层反映强

烈的报表负担过重问题，我市开发出“一表通”智能报表
组件（以下简称一表通），经试点后逐步在全市市级部门、
区县和镇街推广运行。

减报表、减时间、减人员，增数据质量、增工作效能、
增群众获得感——“一表通”运行以来取得“三减三增”实
效，发挥出为基层减负、以算力换人力、以智能增效能的
积极作用。

报表负担困扰基层“表哥”“表姐”

胡晓燕是永川区朱沱镇民政救助岗工作人员。以
前，由她负责的各类报表可谓数不胜数——包括各个填
报系统的用户名、密码、填报流程、报表内容、上报周期等
等，其中一部分需要登录市区两级业务系统进行数据上
报，还有一部分临时性统计需求，需要通过微信、QQ等途
径报送电子报表。

“这还不算完。”胡晓燕说，那些已报送的部分报表，
每个月还得打印一份纸质件，然后“层层报关”签字、盖章
后，再送存档。

“基层工作人员所承担的‘报表负担’，以前在镇街层
面非常普遍。”市“一表通”智能报表工作专班负责人说，
以前从市、区两级层面下派到镇街的报表名目繁多、任务
繁重，导致基层填报任务“疲于奔命”。

面对持续叠加的报表任务，镇街往往只得组织各村、
社区、网格、科室站所进行层层填报，由此严重挤占开展
其他工作的时间。特别是有些表格填报由于时限要求很
高，导致部分内容只能根据平时掌握情况临时估算填写，
造成数据失真。 （下转2版）

“一表通”智能报表化繁为简
全市基层报表数量、处理报表时间等缩减5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