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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渝都市报记者 夏林 勾潇洒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今，文化数字化成为
文化创新、发展的一个新尝试。近年来，涪陵
区认真落实数字重庆建设的任务部署，积极
探索数字资源在多元场景中的活化利用，目
前，已形成具有涪陵辨识度的数字文化改革
成果。

失物招领应用 助推文明建设

日常生活中，总难免疏忽遗失重要物品，
如身份证、手机等，想要寻找时，却无处可
寻。为解决群众寻找失物难题，提升寻找失
物的效率，涪陵区委宣传部积极打造“失物招
领”应用，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生活保
障方式。9月初，涪陵区失物招领应用上线

“渝快办”，应用覆盖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公
共文化服务单位、景区景点、酒店、公交站点
等场景，登记失物信息600余条，实现了智能
识别处理、精准推送失主。

邵健是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一名安保主
管，时常会拾到和接收到游客的丢失物品。
以前，他有一个专门用来记录失物信息的本
子，游客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丢失的身份证、
银行卡、手机、项链、眼镜、雨伞等物品都会被
他记录在册。9年多的时间他记录了 400多

条失物信息，本子换了一本又一本。
“博物馆的游客来来往往很多，我们在工

作中经常拾到游客遗留的东西，我们就会把
时间、物品、地点等基本信息填写在台账上，
虽然这样会清晰些，但很多时候还是没办法
快速地匹配失主和失物的信息。”邵健说，自
从失物招领应用上线后，他只需要在系统上
传失物信息，系统进行智能匹配后就会自动
通知游客前来取物，他的工作也轻松多了。
目前，他所在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已经通过
失物招领应用帮助10多名游客找回遗失物。

涪陵区通过失物招领应用的开发运用，
实现一手抓“惠民”、一手抓“育民”，弘扬“诚
实守信”“拾金不昧”等典型事迹。应用设荣
誉墙、积分榜，对拾金不昧的先进个人实行积
分管理，挖掘群众事迹闪光点，树立先进典
型，将先进个人纳入“涪陵好人”备选数据库，
发挥“失物招领”应用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引
导作用。

智能要素超市 推动基层智治

“渝A·DGXXX车主，你所在的位置禁止
停车，请立即开走……”9月25日下午3时左
右，在敦仁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通过“智能要素超市”发现敦仁辖区五桂堂一
路口有车辆违规停车，立即通过呼叫器通知
车主开离。

“智能要素超市”，是涪陵区在推进文明城
区建设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通过大力
推广充分发挥AI技术的支撑与赋能作用，实现
了城市治理的数字化升级与智能化转型。

“智能要素超市”作为涪陵区创新城市治
理模式的重要举措，已接入并上架了多种AI
算法，为基层单位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智能工
具选择。这些算法针对高频场景设计，能够
精准匹配各地实际需求，通过感知预警与算
法分析，实现了风险事件的全流程线上闭环
处置，为城市治理注入了强大的智慧动力。
截至目前，已根据实战需求更新迭代了 6种
算法，并在马鞍街道、敦仁街道、崇义街道等
9个镇街的 293路监控上试点部署了打架斗
殴识别、机动车违停等 31类算法，成功推送
并闭环处置了4000多件事件，为构建崇德向
善、和谐宜居的现代化文明城市提供了有力
支撑。

在交通治理方面，“智能要素超市”发挥
了重要作用。通过部署机动车乱停乱放、行
人监测、消防占道识别等算法，实现了对交通
场景的实时监控与高效管理，有效保障了交
通治安与交通安全。同时，针对垃圾治理问
题，还部署了相关算法进行精准识别与处置，
营造了整洁清爽的生活环境。

“数字改变生活，数字促进文化。在‘智
能要素超市’的助力下，街道的治理效能得到
了显著提升。”涪陵区敦仁街道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街道将充分利用“智能要素超市”，提
升街道和社区保安全、优服务、惠民生的实战
能力，形成跨社区跨网格协同调度实战能力，
系统重塑现代化基层智治实战体系，提升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探
索打造中心老城区基层治理生动场景。

失物招领应用上线、“智能要素超市”进
基层，只是涪陵数字文化改革成果的小小缩
影。自数字重庆建设以来，涪陵区紧紧围绕

“1361”整体架构，按照数字文化系统“166N”
部署，立足“舆论生态”“网络生态”“意识形
态”“文明形态”“文化生态”“文产业态”等六
大领域，积极尝试探索“数字”与“文化”融合
发展的新路子，着力推动文化领域数字化改
革，实现以文彰数、数文结合。

涪陵区数字文化专题组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数字文化专题组将紧密围绕数字
重庆建设目标要求，扎实推进数字文化建设，
一是突出“用”的质效，做好应用承接贯通工
作，持续发挥“文化·三情联动”“文化·文明进
步”“智慧要素超市”等作用，全面提升实战效
能；二是提升“建”的水平，打造具有涪陵辨识
度的特色应用——失物招领，解决群众身边

“小案小事”，挖掘先进典型，营造诚实守信的
社会氛围，持续提升社会风气；三是拓展“融”
的深度，做好核心业务和城市体征指标梳理、
流程图绘制、预案配置等工作，推动“数字”与

“文化”深度融合。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10月8日清晨，雨后初晴，阳光洒落巫溪
县兰英村周家坪。

73岁的杨芝汉搬出两袋苞谷粒，均匀地
铺撒在房前的水泥坝子上，“国庆节7天忙着
给游客做饭，坝子也让给游客停车，都没搞得
赢晒苞谷，莫捂坏了。”

三面临崖、背靠青口岭崖壁的兰英乡兰
英村周家坪，交通极为不便。

无奈之下，杨芝汉和82名村民用了4年零3
个月，于2005年12月底在周家坪老虎嘴上下通
高1500多米的崖壁上，凿出了一条“挂壁路”。

如今，这条被誉为兰英“天路”的“挂壁
路”不仅全线硬化，还在2023年9月成功创建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现在发展得好，每天都有客来”

早在2018年年底，杨芝汉就率先在周家
坪上开起了农家乐，为游客提供餐饮食宿。

在今年国庆之前，杨芝汉的农家乐已歇
业多时，“上了年纪了，我们老两口还要轮流
到城里带孙，农家乐就停了。”

可 10月 1日，杨芝汉却接到了村里的求
助电话：游客太多，周家坪的几家农家乐已供
不应求，好多游客吃不上饭……

“游客高高兴兴来，吃不上饭这算什么
事？”10月 2日，杨芝汉和老伴就回到了周家
坪，当天就接待了十几桌游客。

10月7日，忙着为客人上菜的杨芝汉，一
眼认出再次来到周家坪的本报记者。

放下手里的一盘番茄炒蛋，两手在围裙
上反复擦拭后，杨芝汉紧紧握住了记者的手，

“快、快，屋里坐。多亏了你们的宣传报道，周
家坪现在发展得多好，每天都有客来……”

2016年10月中旬，记者获悉周家坪村民
崖壁凿路的事迹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访，
并刊发报道《盼“天路”硬化 梦想变现实》，反
映村民们对“天路”硬化的渴望，引起巫溪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17年 11月 21日，本报又以《绝壁上凿
出致富路》为题，更加全面、深入地报道了崖壁
凿路的始末以及“天路”硬化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本报报道的推动下，2018年年初，全
长 1.2公里的老虎嘴“天路”全线拓宽并完成
硬化，极大地改善了周家坪村民的出行和居

住条件。
此后，各类媒体对兰英“天路”进行了大

量报道，兰英“天路”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关
注度屡创新高。

国庆节期间，许多游客自驾到兰英“天
路”游玩，他们震撼于“天路”的险绝壮美，也
感叹村民崖壁凿路的坚韧与不易。

“‘天路’非常令人震撼，村里的景色也非
常好，就是停车和食宿不太方便。”游客王先
生自驾近2000公里来到周家坪，好不容易才
在村民向家应的农家乐吃上了一口热饭菜。

“‘天路’现在可有名了，有山东和深圳的
游客，两年里来了8次。”2019年，在外打拼多
年的向家应回到周家坪，将自家老屋改造成
了周家坪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一家农家乐，

“去年一年我们家挣了二十几万，比两口子在
外面打工强。”

四种路面记录蝶变历程

晒好苞谷粒，杨芝汉带着记者又一次走
上了半隧道式的兰英“天路”。

“天路”穹顶，和 2016年时并没有两样，
依旧凹凸不平，布满了当年凿路时钢钎留下
的痕迹；脚下，却早已不是当年坑坑洼洼、泥
泞不堪的砂土路面。

“上次修路的工人说这叫仿砂岩路面，和
这崖壁差不多一个颜色，好看。”杨芝汉记得，
2017年4月初，施工队就进驻了周家坪，准备
对“天路”进行硬化。硬化后，1.2公里崖路因
地势所限依旧维持在3.5米宽，但将把路基下
沉，提升崖路的空高，方便货车进出，同时村
里的机耕道将被改造成4.5米宽的水泥路。

可当年7月16日，在连日暴雨下，兰英村
五组的村道发生滑坡，所有的材料无法进村；
9月，在对兰英村五组的滑坡排危清障后，巫
溪县城通往兰英乡方向的公路又发生滑坡；
10月 31日凌晨，持续近两个月的阴雨天气
后，老虎嘴发生岩崩，崖路出现垮口；2018年
6月，“天路”硬化后不久，由于老虎嘴崖壁崩
塌，水泥路面出现了裂缝和沉降……

“我们对老虎嘴崖壁崩塌部分进行排危
清障后，采用了施工方的建议，在‘天路’上铺
设沥青路面。”兰英乡党委书记杨良明告诉记
者，2019年，“天路”全线铺设了沥青路面，并
重新修整了水泥护栏。

“‘天路精神’是兰英特殊地理环境孕育

出的宝贵财富。‘天路’前后四种路面，不仅是
兰英人民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的真实写照，也
记录着‘天路’从‘挂壁路’到景区的蝶变历
程。”杨良明介绍，兰英乡以“挂壁‘天路’景
观、‘天路’人文故事”文旅融合为主线，着力
创建兰英“天路”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除了将“天路”路面更换为与老虎嘴崖壁
自然环境更契合的仿砂岩路面外，兰英乡还
新建了游客中心、旅游标识系统、生态停车
场、星级厕所“四大硬件”；新增游客服务区面
积 6400平方米、厕位 40个、停车位 50个，新
建登山环线步道 4200米、节点景观 22处、提
升绿化品质18处、改造污水管网500米……

形成环线后，就不堵车了

夕阳染红天际，周家坪对面的朱家坡陡
坡上，隐隐有挖掘机的轰鸣声传来。循声望
去，一条“之”字形的盘山路已现雏形。

“从朱家坡挖一条路，连到对面的巫神
（巫溪至神农架）路上，就能形成一个环线，来
‘天路’的游客就不用堵车了。”这几年，爆火
的兰英“天路”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可
每到节假日，从巫溪县通城镇至兰英乡政府
的公路就会堵得一塌糊涂，这让杨良明揪心
不已，“十几公里，车多的时候得堵上 5个多
小时，谁来了也郁闷啊。”

这条路建成于1997年，全程盘旋于兰英
大峡谷的悬崖峭壁间，路面狭窄，仅能容纳一
辆汽车正常行驶。

虽然近年来这条路上新增了许多会车点，
但依然无法满足节假日期间游客的自驾需求。

“五一劳动节、国庆节期间，这条路上会
聚集几千辆车。”杨芝汉记得，去年国庆节，仅
周家坪就“塞”进了600多辆车，“所有地方都
塞满了，有些车进来后一天都没开出去。”

节假日期间，通城镇和兰英乡的警力根
本无法满足兰英大峡谷和兰英“天路”的交通
安全保障需求，往往要从巫溪县城抽调警力。

怎么办？
多次调研和会商后，兰英乡党委、政府决

定从朱家坡打通一条路，将通城镇至兰英乡
政府的公路与巫神路连通，形成环线。

“节假日期间，兰英大峡谷就实行单线通
行。游客自驾从通城镇进兰英大峡谷，再经
朱家坡、巫神路回到通城镇。”杨良明介绍，一
个多月后，经朱家坡连通巫神路的 3公里机
耕道就将打通，可硬化这条路却成了难点，

“坡陡、弯急，硬化路面加上加装护栏，预计需
要近300万元，可这笔钱还没有着落。”

日前，晨曦中的梁平区双桂湖国家湿
地公园，湿地、城市融为一体，景色宜人。

近年来，梁平通过坚持“全域治水·湿
地润城”工作总体思路，以小微湿地建设为
抓手，开展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移民
和环湖管网、智慧湿地建设等18项生态工
程，把湿地公园变成人民群众共享的绿意
空间，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梁平日报记者 熊伟 摄

涪陵：以文“彰”数 数文“结”合

从“挂壁路”到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再访巫溪兰英“天路”

10月2日，巫溪县兰英乡兰英村周家坪，汽车在险峻的“天路”上排队缓行。
重庆日报记者 谢智强 摄

梁平

生态湿地 醉美都梁

□ 新华社记者 邱犇

在重庆市大渡口区，不少快递员有了一个新头衔——
兼职网格员。

“有老年人在钢铁公园附近找不到路了，思维也不是
很清晰，麻烦社区工作人员去看下。”前不久，大渡口区跃
进村街道渝钢社区在快递网格联络群中收到顺丰快递小
哥反映。接到情况后，小哥立刻前往现场，在与老人沟通
和在社区网格群中询问后联系到了老人的家属，并将老
人安全送回家。

外卖员每天走街串巷，很多时候能第一时间发现社
区存在的问题。因此，他们成了大渡口社区网格员力量
的有益补充。

近年来，作为重庆市构建线上线下“双网格”联动化
解风险机制改革全域试点区，大渡口区整合多方资源，构
建覆盖全面、服务高效的网格管理服务体系，用“双网格”
构筑细“治”入微基层治理新格局。

然而在基层治理工作中，不少街道也遇到过难处。
跃进村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街道绝大部分区域为

重钢老家属区，开放式无物业的老旧小区存在居民诉求
收集难、矛盾纠纷发现难的问题。

对此，跃进村街道在“双网格”建设的基础上建立了
线上信息收集机制，居民通过扫码即可实时反映诉求或
建言献策，收到反映后实行大事街道统筹办、小事社区重
点办、私事网格个别办。

善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推动线上线下“双
网格”融合对接的还有春晖路街道。

针对社区工作事多人少的问题，春晖路街道开发了重
庆市首个“AI数智网格员”应用。居民有问题随时可以在
线上反映。这一应用可以节省网格员近一半的巡查时间。

“这个数智网格员真的太方便了，必须点个赞。”家住春
晖路街道锦愉社区的刘莉说，她在线上反映了楼上浇水漏到
自家阳台的问题后，网格员立即走访排查、联系物业解决。

大渡口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大渡口建立了“定岗定
责、阵地打造、业务培训、实操实练、案例晾晒、评价激励”
六步工作法，推动网格员、物业管理员、志愿者等进入网
络微信群 1170余个，覆盖辖区人口超过 80%。今年以
来，大渡口区通过线上收集并回应民生诉求1900余件。

大渡口

“双网格”细“治”入微 兜住民生万千事

□ 渝北时报记者 周新宇

近日，记者从中国地质学会官网获悉，中国地质学会
发布《关于公布第四批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技术成果评
定结果的通知》，“重庆市渝北区天险洞地质文化村”成功
入选全国第四批地质文化村，成为本批全国15个挂牌筹
建的地质文化村之一。

据悉，地质文化村（镇）启动申报评定工作自2020年
开始启动。地质文化村（镇）是指依托地质资源禀赋区
域，通过深度挖掘地质科学和文化，将其与乡村、乡镇建
设相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和经济，提升村镇生活品质和文
化内涵，形成的宜居宜业的特色村（镇）。

此次入选的天险洞地质文化村位于渝北区大盛镇，
地处中心城区“四山”中的明月山脉，形成了一山二岭一
槽的地形。“这里拥有古生代至中生代的奇特地质遗迹，
岩溶槽谷地貌十分突出。”市地矿局川东南地质大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例如当地形成了天险洞岩溶洞穴、云龟山石
芽、廖家湾岩溶泉、仙女洞岩溶泉等地貌形态，其中云龟
山菊石化石、云龟山腕足类化石形态较为完整，科普价值
较高；云龟山断层崖险峻壮观，景色优美。

除此之外，天险洞村还拥有野樱花林、山野玫瑰园、
红枫园等生态景观以及明朝白云寺遗址、白岩悬棺、连环
九寨遗址、廖家湾传统民居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

近年来，大盛镇通过与川东南地质大队的深入合作，
修建了地质文化陈列室、科普长廊、地质解说系统等设
施，将地质专业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的科普体验，让游客
在游览中增长知识，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文艺演出，原本是逢年过节才有的热闹事儿，如今成
为闪耀在潼南的一道道文化“风景线”。12日傍晚，一场
由潼南区群力镇百姓自编自导自演、自行选择场地的晚
会拉开帷幕。晚会以“群心激昂庆丰年·聚力‘潼’行谱新
篇”为主题，串起了群力镇用产业搭台、以发展唱戏的新
故事新风貌。线下市民现场感受文化大餐，线上直播吸
引数万名网友围观。

把舞台搭到群众身边，把欢乐送到百姓中间。为了
展现“群策群力”这场戏，一到农闲时间、茶余饭后，村里
的镇村干部、文艺爱好者们就聚在一起“头脑风暴”，围绕
节目筛选、现场布置等讨论得热火朝天。区内也派出文
艺骨干，深入乡镇排练现场辅导，群众文艺素养迅速提
高，一批“草根”演员走上舞台。

这些演员里既有花甲之年的老人，热爱歌舞和曲艺的
80后农民，还有在田间地头、建设一线、工厂车间默默耕耘
的建设者、劳动者……他们都是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

去年以来，潼南区利用公园、商业街区等场所，在城
市发展的好地段、生态环境宜人的好地区，嵌入“潼台比
武‘镇’功夫镇街展览季”活动，将每年一次的“春晚”变成
镇街轮流的展览展演。

舞台展演聚人气，乡村特产“冒热气”。沿步行街设
置的特色农产品展区同样人潮涌动。“石磨天灵面粉”“莫
氏土挂面”“潼南花椒”“马桑蜂糖李”“群力紫薯”……各
个摊位纷纷亮出特色农产品，热闹的集市氛围直接拉满，
不少农产品脱销，群众满载而归。

文化愈发“出圈”，产业加速“破圈”。据悉，今年以
来，潼南区镇街展演已举办 10场活动，线上线下观众达
500余万人次，成为镇街综合比拼的新赛道。“场场展演
都能吸引数万人观看，线下农特产品‘接二连三’火爆出
圈，线上直播销售风生水起。”潼南区文旅委副主任袁蜻
说，“除了节目活动欢喜热闹，每次展演摆放的商品也很
快一售而空。”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潼南

“四季”有展演 群众来“表演”

渝北

大盛镇天险洞村入选全国第四批地质文化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