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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8月 21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扛起新
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第16场主题新闻发
布会，大足区相关负责人围绕“勇担新使命
争当排头兵 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
客厅’”作主题介绍，并回答媒体记者和网友
提问。

当前，大足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
求，全力做好国际文旅名城、特色产业高地、
城乡融合示范“三篇大文章”，加快做靓享誉
世界的“文化会客厅”、建强链接成渝的“两
高”桥头堡，奋力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
篇章中贡献大足力量，实现长足发展。

加快建设国际文旅名城

大足不仅拥有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
产——大足石刻，还拥有风光旖旎的龙水湖
度假区，以及如梦荷棠·山湾时光、隆平五彩
田园、红岩重汽博物馆等特色景区景点。老
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大自然赐予的美丽景
观、老百姓创造的惬意生活，共同构成了大
足的“日月繁星”。

如何利用这些历史文化以及山水资源，
加快建设国际文旅名城？

大足区委书记陈一清表示，大足提出加
速构建“日月辉映、繁星闪烁”的文旅融合发
展新格局，就是要依托大足石刻这张“太阳

般”的世界级金质名片，以及龙水湖这个“月
光女神般”的靓丽山水，再加上如同繁星闪
耀的众多特色景点，将大足建成国际有影
响、国内有地位的国际文旅名城。

具体而言，将从做大做靓“石刻联动”、
做足做特“山水文章”、全力推动“串珠成链”
三个方面发力。

以做大做靓“石刻联动”为例，大足始终牢
记“一定要把大足石刻保护好”的重要要求，聚
焦让大足石刻“走下崖壁、与国际对话、向世界
邀约”，推动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石刻正式开
门迎宾，实现大足石刻“五山”全面开放。

同时，创新推出8K数字球幕影片《大足
石刻》，入选全国首批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
新空间；大足石刻数字博物馆、“云游·大足
石刻”正式上线，游客动动手指就能在线领
略千年石刻的精美绝伦。

今年上半年，大足石刻游客量和门票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14.1%、22.9%。

接下来，大足将深入实施大足石刻景区
保护提升、数字活化等工程，加快推进宝顶
山—北山快速通道等旅游环线建设，让游客
能更加方便快捷、全面系统地领略千年文化
遗产的独特魅力。

开“足”马力打造文艺精品力作

文化，关乎民族的思想血脉、群众的精
神福祉和高质量发展的成色。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近年来，大
足坚持文艺立品、文化惠民，用心雕琢“足字

号”文化文艺精品力作，不断提升大足的优
质文化供给能力。

在勇攀文艺精品“高峰”方面，大足区与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建立战略合作，以《只此青
绿》主创团队为基础班底，全力打造《天下大
足》主题舞剧。目前，《天下大足》已进入最后
舞台排练、制作完善阶段，即将与观众见面。

在铸就文艺创作“高原”方面，大力实施
文艺作品质量提升、现实题材文学精品创作
等文化工程，创作了一批叫得响、传得开的
文艺作品。如《大足小工匠》获中国工艺美
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诗歌《菊的四重奏》获
全国赛一等奖。

下一步，大足还将深入实施文学“讴
歌”、美术“添彩”、非遗“传承”等工作计划，
持续加强对文艺队伍的价值引领和创作引
导，围绕新中国成立 75周年等重大时间节
点，努力创作更多文艺精品。

在打造文化交流“高地”方面，大足持续
开展“全国知名作家大足行”“牵手大足石
刻”等文化交流活动，顺利完成央视《非遗里
的中国》重庆篇的录制和重庆卫视《诗行长
江·大足之旅》的拍摄。

接下来，大足将接续办好川剧旅游文化
艺术节等活动，联动四川省资阳市、成都金沙
遗址博物馆精心打造“资足常乐”“点石成金”
等文化品牌，全面唱响“精美的石刻会说话”。

推动重庆小商品走向国际“大舞台”

2022年，大足成为重庆唯一的国家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在市场集聚区内

采购，单票报关单不超过15万美元，且在采
购地办理通关手续的贸易新方式。

大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以来，大
足加快建设成渝腹地对外贸易合作集聚区，
探索打造市场采购贸易“重庆模式”，推动全
市“小商品”走向国际“大舞台”。尤其是今
年以来，大足已试点出口 3130票，总额达
12.5亿元，在全国同批试点中位列第一；1月
至 6月，全区进出口总额激增 153.2%，增速
位列全市第三。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专为‘多品种、多批
次、小批量’产品出口量身定做，其准入门槛
更低、通关速度更快、税收政策更优、外汇管
理更灵活。同时，试点带来的政策利好，帮
助很多不敢、不懂、不会开展外贸业务的中
小微企业‘出海’，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这为我们的五金等小商品便捷出口国际市
场提供了一条合规通道。”上述负责人说。

同时，为了让跨境贸易更加简便快捷，
大足建成投用了“渝采通”跨境贸易服务平
台、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将监管服务与外贸
服务一体集成。如今，从大足龙水五金市场
走出国门的已不仅是当地的小商品。

下一步，大足将把握试点契机，致力于
打造集小商品生产制造、批发集散、进出口
贸易于一体的成渝腹地对外贸易合作集聚
区，不断畅通外贸“出口圈”，培优外贸“生态
圈”，扩大外贸“朋友圈”，推动全市“小商品”
走向国际“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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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靓“石刻联动” 做足做特“山水文章” 全力推动“串珠成链”

大足：加快建设享誉世界“文化会客厅”

8月16日，大足高新区，记者在采访施密特电梯智
能制造相关情况。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国际文旅名城
上半年，大足石刻游客量和门票

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1%、22.9%

■特色产业高地
选准“246”产业细分赛道，奋力

打造知名的特色产业高地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数

量分别达196家、1642家
●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9.8%
●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

■城乡融合示范
探索“五合一”综合改革，有效盘

活农村“四块地”
●到目前，在6个试点村（社区）

整治农用地 19.6万余亩，新增耕地
1.1万余亩，腾退宅基地9535户，增
加建设用地指标5054亩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8月20日上午，国产单机游戏《黑神话：
悟空》正式上线。在这款全网爆红的游戏中，
大足石刻中的千手观音、宝顶山西方净土变
等造像被1∶1还原到游戏世界里，向全球游戏
玩家展现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独有魅力。

这是大足持续唱响“精美的石刻会说
话”的又一次创新尝试。

近年来，大足区向“新”而行，建强链接成
渝的“两高”桥头堡，推动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科技赋能
让“精美的石刻会说话”

大足是享誉世界的石刻之乡，拥有重庆
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评价大足石刻是“天才的艺术杰
作，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新时代新语境下，如何让大足石刻“活”
起来，让精美的石刻会“说话”？在大足石刻
景区建成的8K影院，或许就能体会一二。

栩栩如生的发饰，安详自若的表情，随
着镜头的旋转推进，一尊尊石像仿若从蒙尘
中苏醒，带你进入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
涵的玄幻世界……

“躺”在大足石刻游客服务中心球幕影
院的座椅上，游客抬头仰视，球形幕布如同
苍穹覆满视野，释迦涅槃圣迹图、千手观音

造像等雕像精华通过银幕一一呈现，千年石
刻文化引人入胜。

“该影院采用了世界前沿的设计理念和
拍摄手法，通过实景拍摄、历史场景再现，以
及 8K技术，向游客最大化展示大足石刻的
超高艺术价值和丰富文化内涵。”大足旅游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大足石刻正运用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创建“智慧景区”，让
景区更“聪明”、游览更便利；监测预警体系
不仅让文物安全更有保障，还为文物修复提
供了精细的数据支撑；借助一部手机，游客
就能随时随地扫码听讲解……世界文化遗
产“活化”变为了现实。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大足石刻首次实
现“五山同开”，“云游·大足石刻”元宇宙景
区正式上线。

探索“五合一”综合改革
有效盘活农村“四块地”

8月16日，站在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隆
平五彩田园观景台俯瞰，五彩斑斓的彩色稻
一望无垠。

“别看五彩稻田现在这么美，这里以前
可都是闲置地块。”拾万镇副镇长王地告诉
记者。去年，大足区委、区政府率先在长虹
村探索实施农村“五合一”综合改革，村里闲
置多年的低效地块，被重新整理成耕地。

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三级调研员罗
晓宏介绍，“五合一”改革，就是在大足区原有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基础上，
叠加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改造提
升、农村宅基地腾退、农村土地承包精准确权
等4项改革，目的是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
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从
而解决过去各部门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各自
为政、力量分散、效果不佳的问题。

去年2月，长虹村被大足选定为6个“五
合一”综合改革试点村（社区）之一。该村在
改革中，大力推进低效利用建设用地整理，
通过对农村闲置、废弃的宅基地以及其他集
体建设用地进行整理，对工矿废弃地进行复
垦，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到目前，大足已在6个试点村（社区）累
计整治农用地 19.6万余亩，新增耕地 1.1万
余亩，腾退宅基地9535户，增加建设用地指
标 5054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累计
入市103宗、面积3281.5亩。

“五合一”综合改革，有效盘活了当地农
村闲置耕地、建设用地、承包地、集体经营性
用地“四块地”，实现了“1+1＞2”，唤醒了农
村“沉睡”资源，增强了“造血”功能。

瞄准“246”产业赛道
融入成渝先进制造业集群

去年，我市提出打造“33618”现代制造

业集群体系，并出台《重庆市先进制造业发
展“渝西跨越计划”（2023—2027年）》，着力
将“渝西八区”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先行区、现代化城市群协同发展样板
区和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核心的新的经济
增长极。

规划既定，如何结合自身发展优势，找
准发展坐标？大足结合“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选准“246”产业细分赛道，加快建
设配套成渝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特色产业体
系，奋力打造知名的特色产业高地。

“246”产业，指的是聚力打造智能网联
新能源专用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再生资源
及新材料 2个主导产业，升级打造现代五
金、智能电梯、锶盐、光电 4个特色产业，培
育打造集成电路及传感器、医药中间体及现
代中药、新能源及新型储能、无人机及航空
地面设备、机器人、食品及酒水饮料等 6个
领域细分产业集群，力争到2027年，规上工
业企业营收突破1100亿元。

如今，得益于高起点规划，大足已汇聚
了包括施密特电梯在内的一大批智能装备
及智能制造企业。通过推进高新技术企业
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中小企业“苗圃”

“育林”“参天”梯次培育等专项行动，大足的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数量分别达到
196家、1642家。

今年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8%，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向“新”而行 大足打造链接成渝“两高”桥头堡

大足做好“三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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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大足区宝顶山石刻景区，游客正饶有兴致
地游览参观。 重庆日报记者 罗伟 摄

8 月 16 日，大足区拾万镇，游客在参观隆平五彩
田园。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8月16日，大足高新区新能源摩托车产业园，台铃
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推出的多款新能源摩托车引人
注目。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