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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新程再起航
——重庆“县乡村”贯通联动改革的统筹方法论

新渝报讯（记者 陈龙）12月21日，舞剧
《天下大足》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举
行。现场官宣了该剧在 2025年将走进重
庆、成都、南京、合肥、杭州、苏州、南昌、深
圳、福州、厦门、长沙 11个城市开展 50场演
出，全年将完成100场巡演。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电局党组书
记、局长严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景小勇，全国政协委员、希肯国际文
化集团董事长安庭，以及大足区委副书记罗
晓春，副区长钱虎、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
思维等出席发布会。

严兵首先代表出品方之一的市委宣传
部对该剧的主创团队、幕后工作者表示感
谢。他说，舞剧《天下大足》自2023年2月启
动以来，各方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克服了重
重困难，创作出了艺术精品，值得可喜可
贺。大足石刻是人类艺术史、中华民族史上
的一颗璀璨明珠和无价瑰宝，通过东方演艺
集团演员们的生动演绎，将她从崖壁上搬下

来，立在了新时代的舞台上，成为了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最佳的传世精品。当前，重
庆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市
建设，推动文艺精品创作。期待与东方演艺
集团深化合作，以《天下大足》为起点，不断
创作更多在舞台上常演常新、深受广大观众
喜爱的精品力作，共同为新时代的文艺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景小勇在致辞时说，大足石刻是人类石
窟艺术史上最后一座丰碑和巅峰之作。它
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作为国家级演
艺文化集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深感责任重
大。舞剧《天下大足》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而创作，更为当代艺术而创作。围绕让
沉睡千年的文物“活”起来的宏伟构想，携手
国内外顶级主创进行又一次重要创作，也是
集团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华
文明魅力的又一次重要尝试。期待观众走

进剧场，和我们一同对话时空，立足大足石
刻丰厚的历史文化，致敬平凡的工匠精神，
致敬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

安庭在致辞中说，希肯国际文化集团作
为演出投资和运营的专业机构，在多年的市
场实践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作
为此次舞剧《天下大足》的独家运营推广机
构，我们将用集团丰厚的资源、积累的经验
和努力的工作为《天下大足》成功的市场运
营贡献力量。

受大足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委托，罗
晓春致辞。他首先代表大足区委、区政府和
107万大足人民，对长期以来关心大足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为舞剧《天下大足》付出辛
劳的各方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大足
石刻从崖壁上走下来、走上舞台，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载体。东方
演艺集团以及其他制作单位以深厚的文化
底蕴、超强的演出阵容、坚定的文化自信，使

得舞剧《天下大足》成为向历史致敬，向文化
致敬，向先贤致敬的传世精品。历时两年的
创作，舞剧《天下大足》凝聚了各方的力量和
心血“呱呱坠地”，守护的是中华文脉，讲述
的是家国情怀，这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表达。
期待舞剧《天下大足》从保利出发，全国巡
演，走向海外，为中华优秀文化遍布全世界
贡献“大足力量”。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加强大足石刻等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创作
和对外推广，深度挖掘阐述大足石刻文化及
时代价值，在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
2023年2月24日，大足区与中国东方演艺集
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创制《天下大足》主
题舞剧。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大足区委以及区政府三方联合出品，
以《只此青绿》创制团队、品牌推广团队、剧
目运营团队等为班底，采取巡演加驻演相结
合方式呈现。

大足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发布会。

12月18日，在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
发言人林剑表示，对《黑神话：悟空》（以下简称“悟空”）在
全球年度游戏大奖中获奖表示祝贺。“中国风”吹向世界，
也带动外国朋友“跟着悟空游中国”，实地探访重庆大足
石刻等中国古建，探寻陕北说书人，重走西游“取经路”，
做起现实版的“天命人”。

近日，2024年爆款游戏大作在全球年度游戏大奖中
获多项提名并最终斩获年度“最佳动作游戏”和“玩家之
声”两个奖项，实现中国游戏史上零的突破。当记者问外
交部发言人林剑有何评论时，林剑点名“大足石刻”。

为何外交部发言人在祝贺“悟空”获得国际大奖的同
时，还点名“大足石刻”呢？

除了“悟空”玩家熟悉而震撼的游戏大作里有以1:1
还原的大足石刻经典造像千手观音、观无量寿佛经变相、
地狱经变相、护法神龛等作品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代表之一大足石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非常
重要的原因。

让千年大足石刻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使其活在当下、
服务当代，一直是大足党政和有关部门及地方的重要任务
和目标。投资300亿元打造的大足石刻文化城建设、屡获
金奖的大足石刻文创产品、大足石刻牵手“悟空”、渝派大
剧《天下大足》在北京试演的一票难求，以及大足石刻的特
种电影、大足石刻的数字化、首届国际石窟寺论坛在大足
的举办、大足学的建立和发展等等，都是活化、深化和弘扬
大足石刻文化的有力有效举措，为让千年大足石刻走下崖
壁，与国际对话、向世界邀约，为让世界石窟艺术的最后一
座丰碑大足石刻更好地走向全球、影响世界，进一步增强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贡献了极其重要的“大足力量”。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东方美学
邂逅现代科技，当传统文化融入新兴产业，我们看到中国

“现象级IP剧目”在泰国、日本、美国等地热播，让海外观
众频频“催更”。中国游戏“刷屏”全网，为大家打开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唤起全球玩家的情感共鸣，激发不
同文明间的双向奔赴。

随着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以大足石刻为题材精心打造
的渝派舞剧《天下大足》，12 月 21
日、22日在北京保利剧院的试演，作
为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足
石刻文化，将在更高层级、更广范围
产生更深入持久的影响。

新渝报讯（记者 陈龙 文/图）重庆大足
又一个“破壁出圈”的文化大作惊艳亮相！
12月 21日晚 9时 30分，随着一众主创人员
谢幕完成，现场观众自发响起雷鸣般的掌
声，标志着历时两年创作的舞剧《天下大足》
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成功。

《天下大足》舞剧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大足区委区政府、
人民网共同出品，以《只此青绿》主创团队为
基础班底打造。该剧通过舞蹈艺术演绎大
足石刻及相关人物故事，浓缩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石刻创建的 400年时空，聚焦于大足
石刻背后的平凡缔造者。

《天下大足》讲述了在南宋时期，少年小
福因躲避战乱而逃至大足境内，幸而被生活
在山崖下的工匠们所救。小福见识到修建
摩崖造像的全貌，与石刻结下不解之缘。经
过夜以继日的苦练，他的诚心打动了大匠
师，并被收为义子悉心教养。自此，小福将
这里视作家园，他要与这些祖祖辈辈修建
石刻的工匠们一起，让摩崖造像世世不息、
代代相传。然而山河动荡，一场雨夜的灾
难降临在家园，那些最平凡的工匠们用生
命守护了石刻群，永眠在崖壁脚下。为了
他们，以及无数个未曾署名的工匠，小福决
定：他要以山为册、化刃为笔，刻石留名，令
其万世不朽。

舞台上，工匠们的故事如同石刻一般，
被一刀一刀地雕刻出来，工匠们对大足石刻
的无限热爱和守护逐渐在观众面前显现。
观众们看着这些舞蹈动作，看着这些舞者用
他们的身体传递着这些情感，与舞者形成了
共鸣，感受到石刻背后无声的呐喊和牺牲的
力量。

在舞剧的下半场，主演张翰有一段长达
6分钟的独舞，一般独舞时长为3分钟，因此
张翰这段独舞对于一个舞者的体力而言是
一个非常极限的时长。“最初经常跳到力竭，
人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张翰告诉记
者，遇到挑战，只有拼命练，没有任何捷径可
以走，“一遍跳不下来就跳第二遍，第二遍跳
不下来就跳第三遍，一定要保证自己在舞台
上能干净利落地完成表演。”

“这正是《天下大足》想要表达的核心
——那些无名的工匠，那些沉默的石刻，
背后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被
鲜活地演绎出来，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
感受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文化魅

力。”舞剧《天下大足》制作人吴杉表示，
“不管是演员和制作方都是没日没夜地在
进行创作，经历了建构，推翻，再建构，再
推翻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去试图描绘他们
对大足石刻的理解，这也是将工匠精神具

象化了。”
据了解，下一步，舞剧《天下大足》将走

进重庆、成都、南京、合肥、杭州、苏州、南昌、
深圳、福州、厦门、长沙 11个城市开展 50场
演出，全年将完成100场巡演。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 22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5年1月5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
票于 2024年 12月 22日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全国
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 13028列，较现图增加 230
列；开行货物列车 22859列，较现图增加 91列，铁路
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是
国铁企业充分运用铁路新增线路、车站和装备等运
输资源，对全国铁路列车运行方案进行的一次优化
调整。新图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路网整体效能、
优化客货运输产品供给，使铁路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
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铁路部门将充分运用沪苏湖、杭温、宣绩高铁等
新线运能，优化东南部地区列车开行结构，助力长三

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其中，在上海至郑州、
武汉、福州等省会城市间增开动车组列车 38列，在
上海至广州、南昌、深圳等城市间开行停站少、旅时
短的大站快车24列，京沪高铁北京南至南京南间增
开时速350公里标杆列车2列、徐州东至南京南间增
开动车组列车4列，加强长三角地区与中西部、粤港
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联系。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将运用集大原、荆荆高铁等
新线运能，调整中西部高铁运行图，服务中部地区崛
起和西部大开发。其中，集大原高铁开通后，内蒙古
自治区深度融入全国高铁网，开行呼和浩特、包头至
上海、杭州、重庆、青岛、西宁等方向动车组列车，旅
行时间大幅压缩；北京北（清河）站增开动车组列车
26列，首次开行前往西安、兰州、成都等城市列车，
进一步加强首都与中西部城市间交流。

全国铁路2025年1月5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外交部祝贺“悟空”
咋又点名“大足石刻”

□ 罗义华

首批官宣11个城市、50场演出，全年将巡演100场

舞剧《天下大足》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舞蹈艺术演绎大足石刻舞蹈艺术演绎大足石刻

舞剧舞剧《《天下大足天下大足》》在北京首演在北京首演

《天下大足》舞剧剧照。

□ 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十项行动”“四张清单”
是重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有形载体和有效
抓手。今年以来，重庆围绕标志性成果、重点任务，聚焦
重大领域抓纲带目、集成攻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
四极”支撑作用不断凸显。

截至 11月，“四张清单”364项重点任务年度目标完
成96.7%，167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2542.89亿元、年度投
资完成率102.03%，累计出台重要政策文件34个、重点改
革方案28个，成功举办重大活动20余个，各领域取得了
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重庆辨识度的亮点成效。

主城都市区GDP稳步增长
重庆主城都市区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

前三季度，主城都市区 GDP为 1.83万亿元、同比增长
5.9%。重庆高新区获批全国首批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
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引进海南航空重庆基地等5个临空
指向性产业项目，城市首位度和经济发展密度持续提
升。《渝西地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完成，先进制造业发展

“渝西跨越计划”深入实施，新引进50亿元及以上制造业
项目 24个，工业投资增长 20.9%。垫江县纳入重庆主城
都市区扩容范围。

内陆开放国际合作引领区建设迈出重大步伐。重庆
港水运口岸扩大开放三个港区获国务院批复。西部陆海
新通道“四中心一枢纽”加快建设，落地全国首笔陆海新通
道多式联运“一单制”提单信用业务。中欧班列（成渝）累
计开行超2万列，占全国开行总量24%。枢纽港产业园签
约项目86个（已开工72个）、总投资659亿元，生命科技城
成功引入3个生命健康领域龙头项目，中新（重庆）国际金
融数据港正式启动运营。越南在重庆设立总领事馆。

打造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西部标
杆。加快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新能源汽车
产量预计超过90万辆，建成西部地区首个算力互联互通
平台，获批全国首批低空经济试点城市，入选全国首批智
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纳入国家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获国家层面明确支持；“416”科技
创新布局加快构建，新增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金凤实验
室二期项目完工，嘉陵江实验室正式揭牌，获批国家级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全国首个诺贝尔奖工作站在渝设立，新
建数字化车间183个，法人保险、外资银行和上市银行数
量保持西部第1。

市场一体化17条经验在全国推广
数字赋能超大城市治理体制机制变革重塑。“1361”

架构体系迭代完善，市级治理中心实现三级贯通，重庆成
为全国首批参与数据直达基层试点省市。 （下转2版）

364项重点任务年度目标完成96.7%
167个重大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102.0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亮点频现

□ 农民日报记者 冯克 邓俐 李飞 李浩

行棋落子须看全局，城乡发展首重统筹。
“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

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个方法论
的哲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改革进
入深水区、攻坚期，尤须注重统筹抓、徐图之，
只有车马炮各展其长，才能一盘棋大局分明。

具体到城乡，历史地看，从一度城乡分割
的二元结构，到改革之初的城乡打通，再到城
乡一体化发展，创新推进城乡关系良性互动
的进程上，统筹始终是关键一着。聚焦当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要答好城乡融合“双向奔赴”这一
新的时代命题，也“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看向大西南，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西部片区引领者的重庆，大山大江包裹
着大城大乡：这个32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规
模城市里，1/3的人生活在面积占比95%的农
村地区，布局上呈典型的区县棋布于乡村之
间的特征，这与全国城乡人口分布、空间结构
都极为相似，也为重庆的城乡融合实践平添
了全局性先行探索价值。

凭着改革的历史自觉和创新的城市精
神，重庆自 2023年起，在 18个试点区县统筹

推进“小县大城”“强镇带村”“强村富民”贯通
联动改革。作为支撑，同步开展农村信用体
系建设综合改革、农村产权交易体系集成改
革，以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促进城
乡共同繁荣发展。三套改革“组合拳”推行两
年来，重庆县、乡、村产业发展的协同越来越
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衡越来越好，城
乡间人才、资金等要素的流动越来越畅，改革
探索成效初现，统筹方法作用凸显。

孟冬的重庆，秋意未央，山五彩斑斓，水
澄江如练。记者行走于山城 10个区县的乡
镇和村庄，在一站接一站的采访中，看巴渝城
乡改革之气象，听山城农民群众之欢歌，力图

在重庆城乡融合创新实践中深化对统筹方法
论的认识。

协 同
产业发展注重统筹协同、三级联

动，县发展产业集群，乡以农产品加工
为主，村做好“土特产”文章

党中央部署推进新型城镇化，首先要求
“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的良性互
动机制”。重庆推进“小县大城”“强镇带村”

“强村富民”贯通联动改革，先手棋正是产业。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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