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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近日，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经济信息委、市民政局、
市文化旅游委、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重庆市促
进银发经济发展增进老年人福祉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全市银发经济产业体系
基本健全，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老年友好型社会基本建
成，全市养老服务床位数达到24万张。

具体来看，《实施方案》从解难题、扩供给、育产业等
3个方面细化提出20项工作举措。

发展社区便民服务，到 2027年，全市建成 50个以上
城市一刻钟优质便民生活圈，建设 100个以上社区嵌入
式服务设施。

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到2027年，建成老年医院10个、
社区（乡镇）医养中心80个；稳步扩大安宁疗护试点，全市
安宁疗护床位达到1000张以上；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覆盖面，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达80%。

完善养老照护服务，到2027年，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养
老床位占比超过65%，培育高品质全国性连锁企业10家。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到 2027年，全市二星级以上乡
镇敬老院比例达到60%。

值得一提的是，《实施方案》依据老龄群体和备老人
群的需求特征，从老年用品、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康复辅
助器具，到抗衰老、养老金融、老年旅游等高品质服务，再
到全社会适老化改造，重点谋划了七大产业。

□ 重庆日报记者 邱小雅

如今，行走于重庆不难发现：集市类型之
多，早市、夜市、应季集市、潮汐集市，不胜枚
举；集市里品类之盛，囊括了食品、百货、文创
等，琳琅满目。

来自官方数据显示，重庆城市管理部门
已规范设置街面占道摊区 600余个，可容纳
摊位2.5万余个。

连日来，记者走访重庆各大集市发现，这
些小而美又不失烟火气的新业态，正成为重
庆消费发展的活力因子。

打 探
从商圈到景区，集市遍地开花

12月 13日晚上 8点，两江新区龙湖礼嘉
天街附近的龙塘湖桥，灯光熠熠生辉，琳龙集
市坐落于此。

“剪纸画像，小朋友有兴趣吗？”
“这个氛围灯往墙上一打就是月亮的形

状，拍照很好看。”
……
记者行走其间，商户们的吆喝声此起

彼伏，业态也跳出了仅靠美食打天下的单
调体验。“这里的品类多达几十种，并且集市
对每一个品类都有严格数量控制，同一类型
产品不能超过 3家。”琳龙集市创始人杨琳
说，集市还会根据季节、节日定期开展主题
活动。

位于宜家、奥莱商圈的金山里集市也是
生意火爆。最近重庆天气转冷，该集市每周
末的客流量依旧能保持在2万人次左右。“自
2022年开街以来，集市整体规模逐年变大，
目前共有150家商户，覆盖了70多个品类，其
中餐饮占七成，文创产品占三成。”金山里
city walk街区负责人肖凌说。

这样的集市，如今已成为重庆各大商圈
的标配。比如，龙湖时代天街户外的篷车集
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新主题；万象城附近
的美食集市，囊括了世界各地的美食；灯火璀
璨的较场口夜市和洪崖洞夜市，已成为解放
碑商圈的两张名片。

除此之外，集市这股风还从商圈、街区向
城市“神经末梢”蔓延。重庆越来越多景区、
创意公园也在加快布局集市，以留住游客脚

步，挖掘消费的增长点。
比如金山意库，这个由旧厂房改造成的

文创园里开了多家艺术量贩商店。今年金山
意库推出了雷鬼主题市集，售卖中古器物、纯
手工窑烤制的野厨披萨、中药材耳饰等。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重
庆“集市”相关搜索量同比增幅超过120%，渝
北、九龙坡、沙坪坝、江北、铜梁为搜索热度
TOP5地区。

带 动
集市已成为商圈消费的有效补充

集市业态遍地开花，也随之带动了城市
消费提档升级。

在重庆工商大学应用经济系主任李然看
来，一个重要的带动作用是集市打破了空间、
时间限制，成为现代商圈消费的有效补充和
延伸。

杨琳说，琳龙集市位于礼嘉天街商业综
合体附近，比起本身营收，集市更重要的功能
是形成具有引导客流、拓展消费空间、提升消
费信心的“城市消费新载体”。

“现在集市的商业早已不再是单纯售
卖，而是与消费者达成一种情感的共鸣。”杨
琳说，和过去买卖地摊货的概念不同，现在
集市最大的卖点是创新，从而增强对消费者
的黏性。

金山里集市对商圈的带动效应更加明
显。两江新区金山街道金渝社区党委书记周
绪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打造金山里集市后，
整个宜家、奥特莱斯商圈的人流量较之前同
比上涨50%左右。

“以前消费者来宜家和奥特莱斯逛，经常
苦恼于吃饭问题，但有了金山里集市之后，对
商圈的餐饮消费做了补充和完善，大家来消
费的热情越来越高。”周绪坤说，集市已然成
为商圈消费功能的重要补充。

除了带动商圈消费增长，一个个小集市
里还蕴含着“大民生”。

“集市经济具有形式灵活、投资小、经营
时间自由、经营成本低等独特优势。”李然说，
这对带动城市就业有积极的作用。

“金山里集市只运营每周五、六、七，休
息日从中午 11点营业至晚上 9点，因此绝大
多数商户摆摊只是他们的副业。”肖凌说，别

看只是副业，集市里有一家卖蚝蛋烧的摊
户，最多的时候一天下来营业额能达到 1万
元，绝大多数摊主每天的营收基本都是上
千元。

东北小伙赵越是琳龙集市生意最好的商
户之一。去年 8月，他把摊位从石桥铺搬到
了琳龙集市，业态也从卖捞汁海鲜变成了经
营数字画。

“餐饮是集市里最卷的业态，几乎每走两
步就有一家卖烤串、炸鱿鱼的店，所以创新商
品很重要。”赵越说，数字画类似涂鸦上色，但
又有画上亮灯这种小创意，售价在 20元左
右，人气旺的时候一晚上营业额能有1000元
左右。

发 展
要将集市经济发展与优化营商

环境结合起来

重庆集市经济繁荣的背后，离不开政府
这只有形的手在推动。

近年来，重庆按照“主干道严禁、次干道
严控、背街小巷规范”的工作思路，不断规范
设置街面占道摊区，还采取科学合理限定时
间、限定面积的方式，允许次（支）干道和背街
小巷临街门店适度外摆经营，允许部分商场
在其物业红线内外摆促销，通过这种形式进
一步丰富规范占道经营形式，体现了民生的
温度。

其中，市商务委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为引领，以推动消费提质扩容为目标，
着力打造夜间经济集聚区，将夜间集市纳入

统筹管理，推动实现了夜间经济、夜间消费提
档升级。

不过，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集市经济存
在冷热不均的现象：有的集市举办了上百场
依旧红火，有的集市集聚了人气也带热了周
边；但也有部分红极一时的集市，如今已销声
匿迹。

“街道社区介入金山里集市运营管理是
最近的事情，一方面街道社区具有属地责任，
更重要的原因是集市此前在运营管理上不够
通畅，在占道经营、规范管理等方面给城市治
理造成了一定影响。”周绪坤举了一个例子，
此前辖区有居民想在集市的公益性摊位摆
摊，但如何界定商户是否满足公益性摊位的
条件，运营公司和居民存在分歧，街道社区介
入后，可以在管理方面进行指导。

“集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扶持和规
划引导。”李然说，要把集市经济的发展和管
理与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结合起来，做到放而
有序、管而有度，即放开经营有秩序、食品安
全有保障、环境卫生无死角、消防交通无隐
患，做到政府相关部门对摊贩和消费者的服
务不缺位。

李然也提到，集市想要长盛不衰，提升自
身的造血功能也是重中之重。“市场越大，就
越容易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出现同质化经
营、特色不够鲜明、产品服务类型单一、跟风
照搬等现象。”李然说，集市必须要有自己独
特的品牌形象和特色。这既包括商品的选择
与陈列，也包括整体氛围的营造。同时，还应
注重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打造独特的消费体
验，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张玮
实习生 宾振宇 通讯员 姜好

大雪过后，寒气更甚。双桥狮舞杂技双路
街道传习所外，细雨绵绵。双桥杂技传承人李
洪孝穿着短袖，脖子上仰，牙齿上顶着的十几
张板凳纹丝不动，团队里另外两名传承人蔡湿
泳、程从刚则站在身旁，仔细打量着每根板凳
摆放的位置。两人趁这天没有演出任务，抽空
一起打磨“牙齿顶板凳”节目的表演细节。

前不久，继《非遗里的中国》之后，李洪孝又
带着双桥杂技登上重庆市旅发大会非遗展演的
舞台，惊险刺激的表演当场圈粉无数。这些年，
他靠着一身绝活养家糊口，除了承接一些当地
的表演外，还把双桥杂技带上了更大的舞台，甚
至还走进了校园，让双桥杂技“后继有人”。

自小学艺

今年 43岁的李洪孝是土生土长的双桥
人。小时候，因为母亲残疾，父亲体弱，作为
家中长子，他早早地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那个年代双桥狮舞杂技盛行，家家户户
一有红白喜事，就兴请人舞狮子。这样一来，
舞狮人的收入自然可观。

学双桥狮舞就要学双桥杂技。舞狮子、
跳火圈、踩钉板、徒手劈砖、爬高杆、牙齿顶板
凳……要一整套表演下来，观众才高兴。

“那时候厂里的工人月工资 40元，舞狮
杂技艺人每月收入是他们的两倍。”李洪孝说。

8岁那年，李洪孝向姨夫拜师学狮舞杂
技。舞狮杂技虽是一门不错的“手艺”，但要

真正吃上这碗饭却并不容易。“学习杂技的过
程是很苦的，只要这个苦能吃下来，就没有什
么苦是吃不下来的。”

李洪孝白天上学，晚上学杂技，压腿拉韧
带，别人常常疼得泪流，他却“没觉得苦”。每
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练功，到空田坝翻
筋斗、练习高台后空翻……那段学艺时光是
他童年生活最难忘的记忆。

就这样练习了大半年左右，李洪孝开始
跟着师父跑演出。第一次表演，他就分了 2
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14岁那年，为了精进技艺，他又拜在了当
地另一位“当红”艺人的名下。短短几个月，李
洪孝的技艺便突飞猛进，演出也越来越多。

外地谋生

到了 1996年，歌舞表演兴起，各地歌舞
团来到双桥，迅速占领了红白喜事演出市场，
狮舞杂技受到了冷落。

“狮舞杂技最兴盛的时候，我们每次出去
演出，饭桌上主人家都会给我们多摆一盘扣
肉。”演出市场的“失意”，让曾经凭真本事吃
饭的艺人很是落寞。

长时间接不到表演，大家不得不离开演出
队，另谋生计。李洪孝却不肯走，他一边捯饬小
买卖，一边跟着师父等待偶尔一次的演出机会。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生活的重担最
终迫使李洪孝选择了离开。2000年，他跟着
朋友去了佛山码头当搬运工。

那时佛山码头货船不断，李洪孝年轻气
盛，一个月下来竟然挣了2000多元。而当时

双桥一个服务员的月薪是400元左右。
虽然身在佛山，李洪孝却放不下年少习

得的狮舞杂技，心中更是惦念着老家的师父、
师兄弟们，隔三差五就给他们打电话，问得最
多的就是“最近生意如何”，他心里始终盼望
着有一天还能回去演出。

佛山很热闹，街头巷尾都放着港台歌曲，
歌舞表演更是兴盛。但让李洪孝惊讶的是，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醒狮”的发源
地，佛山舞狮的习俗却并未受到冲击，但凡大
小商铺开业，总会请人舞一舞。

佛山娱乐文化的多元性，让李洪孝恍然
大悟：双桥杂技为什么不能穿插歌舞表演呢？

这个想法让他如获至宝。

重操旧业

2003年，演出市场开始回暖，李洪孝当
机立断，从佛山回到双桥，决定继续跟着师父
跑演出。

他直奔师父家，迫不及待地向师父提出
请几个歌舞演员，在杂技表演中穿插歌舞
剧目。

这个想法却遭到师父的极力反对。老一
辈手艺人，对吃饭的行当都有着诚恳的敬
畏。师父家的白墙壁上打着 3寸长钉，每次
表演完，师父都要整理好狮头，高高挂在正屋
中间。师母做清洁的时候也是万般小心，不
能碰到，行外人更不能触碰。

师父怎么会同意外人加入，而且还是跳
舞唱歌？一心想把双桥杂技演给更多人看的
李洪孝，最终在2005年选择离开单干。

他请来要好的师兄弟帮忙，挖空心思琢
磨观众的“口味”——在迈克尔·杰克逊最火
的时候，买来影碟学舞步，用在杂技表演中；
为了狮舞更具观赏性，他千里迢迢去广东“定
制”舞狮道具……

正是这样，他的演出总能给人惊喜，而且
表演节目种类多，包括顶功、倒立、翻滚，以及
小型魔术、气功、高竿等10余个杂技类型。请
他表演的人越来越多，收入也渐渐稳定起来。

为了给演出“加码”，李洪孝又开始琢磨
“牙齿顶板凳”的绝活。他从顶稻草练起，再
到顶竹竿，最后顶板凳；板凳数量从一根慢慢
加到了10根、11根……

2012年2月16日，李洪孝顶起23根板凳11
秒，每根板凳3公斤重，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李洪孝一鸣惊人，媒体的采访接踵而至，为刚入
选重庆市非遗的双桥杂技带来了一大波流量。

李洪孝和双桥杂技的知名度渐渐打响。

短短几年间，他受邀参加了《中国梦想秀》《中
国达人秀》，北京卫视《传承者》、重庆电视台
《为你喝彩》、《春节七天乐》栏目，央视《美丽
乡村过大年》栏目、《为你点赞》栏目、《魅力中
国城》、《中华情》……名气日盛，他也开起了
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

与此同时，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也开始思考
节目品质的提升，主动承担起非遗推广的重任。

走进校园

这些年，为了壮大演出队伍，传承和发扬
双桥杂技，李洪孝也陆续收了十多个徒弟，但
坚持下来的只有3人。

2015年，机缘巧合之下，李洪孝结识了
河北人蔡湿泳，二人一见如故。同样是自小
学习杂技、热爱杂技的蔡湿泳，随即决定加入
李洪孝的表演团队，两人很快便成为了默契
的表演搭档。

但仅靠几人的表演团队对于传承双桥
杂技依然任重道远。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
加入到传承中来，这也成了李洪孝一直思考
的问题。

2016年，通桥小学打造“一校一品”特色
校园品牌，校长找到李洪孝，希望作为兴趣班
引进双桥杂技，两人一拍即合。

学校很快便开设了杂技兴趣班，为了让
学生们学起来更有兴趣，李洪孝和学校专门
编写了一套双桥杂技的教材。教材从杂技
的发展变迁到一招一式的解析，都很生动。

不负所望，孩子们对双桥杂技表现出了
极大的热情。第二年，李洪孝和学校一起编
排的《中国功夫》《金狮献瑞》等节目多次斩获
市级和国家级校园影视大奖。

2020年，李洪孝又带着双桥杂技走进了
邮亭镇中心小学，向学校三至五年级的学生
免费教学，钻桶、顶碗、顶灯、牙齿顶板凳……
尽管每一个项目都很辛苦，但孩子们的热情
不减，李洪孝很是欣慰。

“杂技很有趣，还能强身健体，我爸爸妈
妈特别支持我学。”邮亭镇中心小学五年级学
生胡语晨说。

此外，为了让喜欢双桥杂技的孩子有一
个专门学习和排练的地方，李洪孝在双路街
道的支持下，成立了双桥狮舞杂技双路街道
传习所。每到节假日，孩子们便在这里学双
桥杂技，最多的时候 40多人。其中，最大的
40多岁，最小的4岁多。

“学习杂技尽管很苦很累，但是我仍然希
望未来有更多的人学习双桥杂技，把这项传
统技艺传承和发扬下去。”李洪孝说。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近日，市卫健委公布的
2024年重庆市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验收结果，大足区
龙水中心卫生院获评“重庆市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近期，市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对2024年度申报验收
的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创建单位开展现场验收，经专
家评估、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会审定和官网公示，决定公布
验收合格名单。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指出，各区县要着眼区县域医
疗卫生次中心的发展定位，指导验收合格单位进一步改
善就医环境，持续强化内涵建设，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发挥医疗卫生次中心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群众就
近就医获得感。

据了解，大足区龙水中心卫生院自开展此项创建以
来，坚持均衡布局，科学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在提升医疗
服务能力、设备引进、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环境改造等方
面持续加大投入，包括购置超声设备、血液透析过滤装
置、康复科康复器械、口腔CT等项目，累计投入资金360
余万元。自新设备投入使用及环境改造以来，患者就医
体验明显改善、满意度明显提高。

龙 水 中 心 卫 生 院 成 功 创 建
“重庆市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市中医药学会体质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大足召开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近日，《大足区公益性公墓专项
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专项规划》）发布，系统
谋划全区城乡公益性公墓设施布局和建设，进一步提升殡
葬服务供给能力，加强公益性公墓等保底性设施与国土
空间规划空间统筹，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据了解，大足区现已建成经营性公墓2处，公益性公墓
3处，公益性公墓用地面积共计184亩，分别位于铁山镇、万
古镇、回龙镇，整体存在供给不足、服务覆盖率低等问题。
经测算，到2035年，全区墓位需求约12.7万个，用地需求约
530.44亩。因此，现状公墓规模、布局不能满足未来安葬需求。

《专项规划》显示，为全面实现生态安葬、文明安葬、
惠民安葬的发展总目标，本次规划全区公益性公墓共计
10处，墓位总量约 16.42万个，总用地面积共计 596.20
亩。其中，扩建现状公益性公墓 3处，墓位共约 8.76万
个，用地面积共计 312.98亩，分别为铁山镇盘龙苑公墓、
万古镇七宝山公墓、回龙镇白鹤村公墓。新建公益性公
墓 7处，墓位共约 7.66万个，用地面积共计 283.22亩，分
别为三驱镇公墓、宝兴镇公墓、高升镇公墓、国梁镇公墓、
石马镇公墓、邮亭镇公墓、珠溪镇公墓。

扩建3处 新建7处
《大足区公益性公墓专项规划（2021—2035年）》发布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为扎实推进电动自行车安
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进一步推动以旧换新工作，12
月 12日，大足区召开电动自行车政策宣讲会，全面宣传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政策，筑牢群众交通安全意识。

会上，大足区商务委相关负责同志就政策补贴范围、
补贴标准、审核要求以及时间节点等关键内容进行深入
解读，帮助参会人员了解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的最新政
策内容和操作流程。会议还介绍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
托车的CCC认证监管和牌照登记政策，开展了电动自行
车整治工作平台操作培训。

截至目前，大足区申报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298辆，
涉及补贴资金14.9万元，直接拉动电动自行车销售额70
余万元。下一步，大足区商务委等部门将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切实将政策宣传到位、执行到位，引导消费者积极参
加以旧换新活动，购买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
托车，有效预防和减少电动自行车隐患的发生。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政策宣讲助力绿色安全出行

重庆已规范设置600余个街面占道摊区，可容纳2.5万余个摊位——

集市热起来 消费旺起来

近日，大足区香国公园，“渝味360碗”美食集市现场，市民在拍照留念。 重庆日报记者 何庆渝 摄

市级非遗传承人李洪孝：一身绝活闯天下

重庆20项举措增进老年人福祉
到2027年养老服务床位将达24万张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为推动中医体质学及相关
领域的学术交流与进步，提升体质医学的研究水平，12
月14日，重庆市中医药学会体质专业委员会2024年年会
在大足区中医院召开。会议特邀全国名中医、重庆市名
中医、重庆市基层名中医围绕多方面内容进行交流讨论。

会上，市中医药学会体质专业委员会主任作2024年
工作总结。随后，来自市中医药学会体质专业委员会的
专家围绕《治肺十法》《冠心病标准治疗后的再思考》《伤
寒六经与体质关系的浅探》等内容开展了学术讲座。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中医药学会体质专业委员会成
功举办了2场学术交流活动，吸引了超过150人次的专业
人士参与，促进了体质学说在学界的深入探讨。大足区
中医院今年以来讲课 2次、义诊义检 3次，覆盖社区、学
校、企业等多个领域，直接受益人群达3000余人，有效提
升了公众对中医体质辨识与养生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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