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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图）
近期，大足区又一在建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正如火如荼地作业，该工程投运后，大足城区
将形成两座220千伏变电站双电源供电。

11月1日，在龙水镇黄龙村，12名电力工
人正在开展大足智凤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NA16铁塔的组立工作，工人们用角钢、钢板、
螺栓等组装成铁塔的塔腿、塔身、塔头，在大
型吊车的配合下，依次安装建起高达 50米
的电力铁塔，整个工程像这样的铁塔就有
182基。

据了解，大足智凤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是国网重庆大足供电公司“十四五”规划项目
之一，位于大足北部片区，该片区包含有大足
城区的龙岗、棠香组团以及万古工业园区，工
程落地将更好地满足城区居民用电以及区域
内企业发展的电力需求。

“该工程新增主变2台，容量360兆伏安，
220 千伏线路 6 回，杆塔 182 基，线路长度
68.57公里，在 2024年 3月已顺利开工建设，
目前正在进行变电和线路基础施工，力争
2025年 9月 30日竣工投运。”国网重庆大足
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冉建介绍说，工程
投运后，将进一步优化大足电网主网结构，城
区形成两座 220千伏变电站双电源供电，缓

解 220千伏八柱变电站重载，极大提升大足
电网供电可靠性，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大足区
经济和社会发展。

据了解，今年以来，国网重庆大足供电公

司各项重点工程有序推进，已完成川渝特高
压变电站 500千伏送出工程、提前投产 35千
伏雍溪主变增容改造工程，成都中石油 110
千伏业扩配套工程也相继投运。目前，正全

力推进大雄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和大足垃圾
发电厂康恒环保能源 35千伏送出工程。到
2025年，大足区域配电网的供电能力和供电
可靠性将大幅提升。

大足新建一座大足新建一座220220千伏变电站千伏变电站
城区供电将实现“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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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31年，对于一个人而言，或许意味着皱
纹和白发；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则是岁月如
歌、气象万千。1992—2023年这 31年里，重
庆日新月异，在现代化建设之路稳步向前。
重庆人的奋斗和重庆城的发展，被浓缩为一
幅漫长的画卷，在长篇接力小说《太空火锅
城》里得到生动呈现。

“《太空火锅城》是历时 31年，重庆老中
青三代共计 38位作家携手完成的一场文学
接力，是以文学的形式对家乡、对现代化新重
庆的一次致敬。”11月 3日举行的“阅读面对
面·重庆文学公开课”上，《太空火锅城》发起
人、市新闻媒体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老作家许
大立动情地说。

开创先河，三代作家携手跨
越31年的接力

重庆是享誉世界的“火锅之都”，大街小
巷，火锅飘香，美名远扬。作为重庆美食名片、
地域文化符号，火锅也为重庆作家提供了取
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太空火锅城》正是基于此
而诞生，该书由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和重庆
文学院联合编撰，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中讲述了重庆一群火锅从业者的苦辣酸
甜，从时代洪流中重庆火锅行业的发展，折射
出1992—2023年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1992年，我和重庆晚报副刊部同仁突
发奇想，能不能以重庆火锅为题材，搞一次长
篇接力小说创作活动？我们说干就干。”忆及
当年的创作初衷，77岁的许大立十分动容。
由他发起，曾宪国、莫怀戚、罗学蓬、傅小渝、
王群生、张世俊、王雨、刘彦、鄢光宗、王从学、
黄济人等本土作家很快参与进来，在他们合
力之下，初代《太空火锅城》就此诞生，在全国

报刊媒体开创了长篇接力小说的先河。
1996年，许大立再次联手十余位本土作

家，在 1992版《太空火锅城》的故事基础上，
进行了又一轮创作，同样获得了很好的社会
反响；2023年，青年作家陈泰湧等 14位作家
接过了接力棒，再次续写前作。最终，这部跨
越31年、由重庆本土老中青三代38位作家合
力完成的长篇结集出版，与读者见面。

“创作节点分别选在 1992年、1996年和
2023年，这绝非偶然。”许大立表示，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改革开放注入新动力，
各行业蓬勃发展，重庆火锅行业也风起云涌；
1996年，重庆处在直辖筹备阶段，重庆经济
持续进步，身处其中的我们感受颇深；2023
年恰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重庆也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把重点放在青
年作家身上，他们是重庆文学发展进步的希
望。“三个阶段三次接力，这是一次漫长的文
学之旅，我们既要回望过去，也要立足现在，
面向未来。”

致敬时代，为城市和人民留
下宝贵精神财富

《太空火锅城》中，38位作家按照统一设
定的主要人物和故事线，以细腻的笔触描绘
了不同时期重庆的市井百态和人民生活。这
些故事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市民心
态，也展现了重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气
息。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性光辉，让读者仿
佛回到了那个年代，重温已经远去的情怀。

“《太空火锅城》这部作品，是重庆作家从
内容到形式上对小说创作进行的探索。”作为
1992年首批作者代表，市作协荣誉主席黄济
人表示，放眼中国文坛，重庆毫无疑问是诗歌
重镇，有一大批优秀诗人，但小说是短板，“尽
管如此，我们重庆文学界始终怀着奋发进取

之心前行，这部作品就是一个缩影，尤其是
2023年这部分，大量青年作家参与进来完成
使命，为城市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这样的写作是文学的创新探索，对于编
辑而言却是不小的挑战。“我一直没有和作者
们见过面，老实说，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其实非
常困难。”《太空火锅城》责编、中国言实出版
社编辑部主任薛磊坦言，30多位作者每个人
的写作风格、表达方式各不相同，统筹起来很
有难度，但他也惊喜地发现，整部作品落地后
并不违和，而且可以说是完美契合，人物更加
饱满，原本可能单薄的情节也更丰富了。”在他
看来，火锅是重庆文化标志和产业地标，以此
为主题创作，地域特色浓郁，是非常好的尝试。

《太空火锅城》的顺利问世，与重庆市新
闻媒体作协的支持密不可分。面对新书，重
庆市新闻媒体作协主席、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委员、副社长江波十分感慨，“本土老中
青三代 38位作家集结，完成跨越 31年的接
力，为我们这座城市和人民留下了宝贵精神
财富。我想我们要致敬这个伟大的时代，时
代成就了重庆火锅产业的蓬勃发展，我们才
有了这样一个题材，通过这个题材，去记录下
伟大的时代。”

文脉赓续，锻造具有重庆辨
识度的文学IP

当天的文学公开课上，包括许大立、黄济
人、王雨等在内的作家代表都表示，期待《太
空火锅城》这场已经持续了31年的文学接力
能够代代传承，未来还会有更多作家加入，续
写新重庆传奇。在市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重庆文学院院长张兵看来，除了重视文脉的
赓续，还应该思考如何以《太空火锅城》为基
础，锻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超级文学 IP。

“火锅对于重庆而言不仅仅是一张城市

名片，更是一个实实在在关系民生的大行
业。很可惜，目前与火锅有关的小说、影视作
品不多，具有广泛影响、让人口口相传的更
少，这与火锅在重庆的地位以及在全国的影
响力不相符。”张兵直言，重庆需要有一部能
和《山城棒棒军》一样深受大众喜爱、又反映
时代特点的反映重庆火锅的文化产品，而长
篇小说《太空火锅城》，无疑极具改编潜力。

张兵分析，《太空火锅城》经过 1992年、
1996年到2023年的接力写作，故事中主要人
物形象已经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其最大的
优势是通过38位年龄差异极大、经历各异的
当代作家，用 31年的时间，从各个方面展开
叙述，几乎是无死角地记录了各色人物的火
锅人生，书写了重庆的人间烟火与城市记
忆。这是某一位编剧或一个小团队无法达到
了宽度和广度。火锅的背景与现实能够呼
应，继续深化打造《太空火锅城》这个文化 IP
条件已经成熟。如果持续用力，可以将其打
造为超级 IP。”

“要想在影视上有所作为，还需要编辑团
体根据现有线索进行整合，对情节进行提
升。”作为一位在文学创作方面经验丰富并且
深受市场欢迎的作家，张兵就如何锻造超级
IP给出了建议，他认为，首先要为书中的火锅
团队设置更加明显的困境，解决一个个困境
将是人物更加出彩的关键；第二，要设置一个
贯穿始终的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那就是
人物如何“改变命运”，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
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另外还需加强火锅
团队对手的设定，对手强大，困难愈多，主要
角色才更强大。

张兵表示，超级文化 IP往往可遇而不可
求，遇到了便是机缘。“相信在现有基础上持
续用力，深入挖掘，《太空火锅城》有望更进一
步，成为‘渝字号’文学代表，为现代化新重庆
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新篇。”

□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文/图

小面、辣椒、花椒……一碗重庆小面，不
仅面要筋道顺滑，佐料更是“灵魂”，要做到麻
辣鲜香。不过，你以为就这些？一碗重庆小
面里，它不仅加了佐料，还加了知识产权！10
月 30日至 11月 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
产权新闻发布地方行活动”在渝举行。据了

解，作为重庆的一张美食名片，重庆小面的一
系列知识产权受到广泛关注。

据介绍，品牌建设是推动重庆小面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去年12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首批参加“千企百城”商
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名单，区域共用品牌“渝
面侠”成功入选区域商标品牌，也成为全市唯
一入选的区域商标品牌。

在位于大渡口区的重庆小面产业园，记
者了解到，为加速小面规范化发展，该区建立
完善了“三类多级”立体化标准体系，为小面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先后制定发
布重庆小面团体标准。重庆小面生产技术规
范、食品安全等地方标准以及重庆小面门店
经营服务规范、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等产业标
准，覆盖小面产业全流程、各领域。

与此同时，该区还在线上开设了“重庆小
面重庆造”天猫旗舰店，在京东、抖音等平台
建立品牌线上销售专区，引入巨量引擎等头
部企业打造高能级电商平台；线下建成 9万
平方米重庆小面生产基地以及配套的重庆小
面中央工厂、重庆小面电商产业园、重庆小面
检测中心等，为小面产业发展提供全要素服
务保障。

如今，呼啦面馆、井谷元、道友食品、辣来
主义等一大批重点企业在产业园加速聚集，
一些全网爆品频频“出圈”。

走进井谷元展厅，记者看到，这里摆放着
各式各样的小面产品，而几张发明专利、实用
新型专利证书直接占据了“C位”。

“在小面产品方面，我们建成了全市第一
条智能化、自动化的重庆小面生产线，用于生
产加工面条。围绕这条生产线，我们目前已
经获得了2项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
井谷元董事长傅勇说。

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小面生产
线。他介绍，他们生产的面条，是采用高筋小
麦粉，添加食用碱，经过真空和面、二次熟化、
九道揉压等生产工艺制作而成，高标准的工
艺可以让面条筋道爽滑、柔软弹韧。而这一
道道工序中，其实就“暗藏玄机”，有一项项专

利在不同的工艺流程环节“保驾护航”。
比如发明专利“一种面粉加工用自动除

尘装置及其操作方法”，它主要是用于面粉添
加环节的除尘及操作，是环境卫生及生产安
全的有力保障。再比如实用新型专利“一种
往复式双面撒粉装置”，主要用于防止鲜湿面
面带粘连，是连续式生产出光滑圆润面条的
关键保障。

在辣来主义的产品展厅，除了各种国潮
风包装的小面产品，作为小面“灵魂”的麻辣
调料也引人关注。

“我们的小面麻辣调料制作技艺是大渡
口区非遗，大家看到的这些麻辣调料产品，都
是非遗传承人用18种香辛料、经20道工序熬
制而成。”辣来主义创始人刘派告诉记者，在
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也十分重视知识产
权保护。以非遗技艺来说，在创新发展中拥
有知识产权的加持，将让非遗技艺进一步发
扬光大。

据悉，大渡口区作为重庆小面产业的重
要承载地，通过推动产业发展与创新，实现了
产业跨越式发展。今年以来，小面产业增长
势头强劲，预计全年营收将突破 80亿元、迈
向百亿大关。

未来，大渡口区将以更高的标准、更大的
力度，推动重庆小面产业实现品牌化、规模
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发展目标。到2026年，
以重庆小面为主导的快消品产业年营业收入
突破300亿元，新引进重庆小面产业项目100
个以上，累计培育聚集企业200家；重庆小面
品牌体系、标准体系、认证体系得到广泛推广
和全面应用，聚集重庆小面品牌200个以上，
培育形成全网“爆款”产品20个以上。

在辣来主义的展厅，陈列着各种各样的重庆小面产品。

11月1日，大足区古龙镇天青石矿企业内，运输车正
在运输从矿井采掘的锶矿产品。当下，大足拥有世界最
大锶矿床，已探明储量3807余万吨，占全国储量46.28%、
全世界储量26.7%。目前，大足区已编制好产业发展规划
及资源开采规划，建设绿色矿山和锶加工产业园，着力打
造绿色“锶都”。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 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徐壮

近段时间，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明孝端皇后九
龙九凤冠”为原型设计的文创产品“凤冠冰箱贴”火了——
开售至今 3个半月时间，两款“凤冠冰箱贴”共售出 14.5
万个，一跃成为近20年来国博当之无愧的文创“销冠”。

因为设计精美新颖、宜赏宜藏，国博 7月一推出“木
质凤冠冰箱贴”，首批3000件产品一天半内就售空。9月
底，国博推出“AR金属凤冠冰箱贴”，再次受到观众青睐，
开售当天2小时就售出2300件。

鉴于产品供不应求，自8月13日开始，国博采取每日
限量发售措施，随生产销售情况动态调整。

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营开发部副主任廖飞介绍，两款
冰箱贴所有工序都需安排固定工人制作，导致生产周期
较长。不断提升产能同时，出台限购措施也是防“黄牛”
倒卖的一种手段。

“爆款”文创产品刺激着消费者需求，带动了产业发
展。“随着凤冠冰箱贴持续销售火爆，产品制造厂家的生
产规模和用工规模不断扩大，不仅增加了相关岗位供给，
也促进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增收。”廖飞告诉记者，木质
凤冠冰箱贴预计一两个月内日产量可达 5000件，AR金
属凤冠冰箱贴已经从1家代工厂发展到3家代工厂，日产
量已达5000件。

不只是冰箱贴，围绕“凤冠”这一 IP，国博又陆续开发
了笔记本、徽章、雪糕等10余款系列产品，均得到广大消
费者的喜爱。据介绍，今年国博文创总收入相比去年同
期增幅接近60%，直接解决社会就业人数超千人。

文创产品的持续热销，进一步拉近了文物与观众之
间的距离，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博物馆，一睹文物本身
的风采。

位于“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明清展厅的明孝端皇后九
龙九凤冠，成为目前国博唯一需要排队参观的展品。暑
期参观旺季时，队伍最长可达百米；国庆过后，国博观众
预约需求依旧旺盛。数据显示，10月 8日至 10月 28日，
国博参观人数达34.9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10%。

在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看来，近年博物馆文创
出圈的现象比比皆是，说明文创冰箱贴已超出其本身的
实用价值，成为一种流行符号，记录旅行足迹，承载文化
记忆。

廖飞说，国博将持续推动展览工作与文创开发协同
发力，充分满足观众在参观展览之余“把博物馆带回家”
的美好愿望，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厚内涵和美学价值。

大足打造绿色“锶都”

国博文创冰箱贴走红：
“一冠难求”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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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面不仅加了佐料 还加了知识产权

31年文学接力，三代作家携手

长篇小说《太空火锅城》致敬新重庆

11月2日，大足城区上空就迎来了一场秋日雾景，平
日里熟悉的高楼像是被施了魔法，在雾中若隐若现，宛如
一场盛大的视觉魔法正在上演。

新渝报记者 李东 陈柯男 通讯员 周宇 摄

秋日晨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