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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西都市报记者 钟梅 文/图

位于永川高新区三教产业园的重庆小黄牛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小黄牛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产农用机
械、通用机械的企业。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2月 11日，在小黄牛公
司生产车间，3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精神饱满、干
劲十足，在各自岗位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加紧生产小
型农机、小型旋耕机、柴油动力机、履带式旋耕机等微耕
机订单。

小黄牛公司负责人谷世红说，小黄牛是一家与农业
生产密切相关的企业，农业生产忙，企业生产则忙。眼下
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小黄牛 130名员工自春节节
后开工以来，便加力提速赶订单、忙生产，奋力冲刺一季
度“开门红”。

看着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谷世红欣喜地说，今年
1月企业产值近 3000万元，2月（截至 2月 11日）产值
1000 多万元，产品已交付 2 万多台，订单已排到 3 月
份。一季度企业订单可望达6万台，产值近1亿元，上半
年产值预计达 1.8亿元，全年产量约 20万台，产值有望
突破3亿元。

“目前，公司有专利10多项，产品三分之一销售国内
市场，三分之二销往国外市场，主要销往东南亚、欧洲等
10多个国家。”谷世红信心满满地说，下一步，公司将继
续在人才引进、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大力度，在
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同时推出更多产品，满足市
场多样化需求。未来，公司还将进一步拓展国外市场，提
高国外市场份额，产值增加50%。

为助力企业开好局、起好步，永川高新区三教产业园
5名企业管家节后上班第一天便主动深入各自联系企业
开展走访，一方面为企业进行政策指导，另一方面了解节
后生产经营情况和用工需求，回应企业诉求，为企业生产
管理提供全方位服务，确保企业节后“轻装上阵”，满足企
业一季度冲刺“开门红”需求。

□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赵佳乐

渔网被高高抛向空中，投影瞬间化作粼粼
波光，与江面水帘交相辉映；织机吱呀作响，水
幕上同步展开土家织锦的精美纹样……过年期
间，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河畔，土家文化以《画
说龙河》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形式呈现。这场
以山水为舞台、历史为脚本的演出，让游客见证
了土家文化从“活起来”到“火起来”的生动实践。

“这哪里是看表演，简直是走进了土家人
的生活长卷。”来自成都的游客潘先生看完演
出后赞不绝口。这场被称为“土家版清明上
河图”的演出，将土家族起源、婚俗、迁徙等历
史脉络从博物馆“搬”进了现实。

在距离龙河演出场地仅 15公里外的石
柱县西沱镇，这里也正上演着一场别开生面
的“万人提灯会”。在始建于秦汉的云梯街
上，游客们手提鱼灯、荷花灯缓步登高，宛如
流动的星河，美不胜收。

“从前过年逛庙会，现在过年‘逛文化’。”
带着孩子体验土家“玩牛”舞的重庆市民李女
士感慨。

在石柱县桥头镇，这种文旅融合的“新年
俗”正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呈现。走进“年味集
市”里，声名远扬的石柱莼菜、黄连、辣椒“三
色”特产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购；街市上，凛
然生风的土家狮舞与表现土家人生产生活的
土家摆手舞轮番登场，让游客“零距离”感受

土家文化；夜幕降临，上千人围着熊熊篝火手
拉手跳起“滚龙连厢”，火光映红了张张笑脸。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在重庆石柱，文旅
相映的“热辣滚烫”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
动能。据统计，2025年春节假期石柱县接待

游客超2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98.97%和96.13%。

“通过文化的发掘、保护、传承，我们正通
过让文化‘自己讲故事’，让游客领略到更生
动地道的‘土家风情’，让文化成为牵动旅游

发展的强引擎。”石柱县文化旅游委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石柱还将围绕构建“一城两区多
点”文旅空间布局，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让更多远方游客慕名前来，感受

“风情土家寨、精致山水城”的独特魅力。

□ 云阳报记者 谭启云

行走在33公里云阳环湖绿道，仿佛置身
于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吸引着无数市民游
客畅游其中；漫步在乡村巷道，一条条道路通
达四方，一项项特色产业遍地开花，一片片村
居温馨明亮。云阳是全市唯一的“小县大城”

“强镇带村”双试点区县。近年来，云阳以双
试点为牵引，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坚持
精致城市与和美乡村建设齐推进，提质“一地
三区两城”现代化新云阳建设，不断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建设山水公园智慧城市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精致城市

“小县大城”是把区县城作为增长极，形
成强大动力源，增强区县城集聚辐射能力，带
动城乡融合。作为试点之一的云阳正加快建
设山水公园智慧城市，打造“山水生态美、公
园颜值高、智慧赋能足、产业形态优、城市治
理好”的宜居宜业宜游精致城市。

近日，记者走进云阳县城市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大厅，这里好比城市管理的“最强大脑”，
365天、24小时，海量数据在这里汇集分析、自
动识别、智能派单、快速处置、高效结案……借
助“互联网+大城管”理念，云阳正在织就一
张城市管理智慧之网。

“现在停车真是太方便了！”从湖南返乡
的云阳人陈岗一下高速，就打开了手机上的

“云畅停”小程序，轻松找到了离家不远的曙
光停车场。这个小程序不仅提供了停车场
和空余车位的信息，还能查看错峰共享停车
信息。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在于智
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居民汽车保有
量的持续增长，城区停车难成为了许多城市
的治理难题。而云阳，以城市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为载体，借助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拓展智慧市容环
卫、智慧园林绿化、智慧市政设施系统建设，
智慧停车系统作为智慧市政设施系统建设的
关键一环，通过“云畅停”小程序，实现了车位
信息的实时查询和错峰停车，为市民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

“‘停车难’不仅成为市民的一大‘日常焦
虑’，更成为我们城市管理者眼中的一大难
题。以前，各个停车场之间信息闭塞，我们作
为城市管理者很难掌握每个停车场的利用
率。”云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数智建设
科科长陈明伟说。现在，他们通过城市综合
管理服务平台接入的智慧停车系统，汇集了
城区300多个停车场的数据，包含5万多个停
车位，实现了停车场资源的在线监管和智能
调度。

“现在我们可以查看到每个停车场的实
时空余停车位数量，打破了停车场之间的信
息孤岛，增强了城市停车场的在线监管和智
能调度的能力。”陈明伟说，目前，云阳县已构
建起城市管理“一张网”、风险监测“一张图”、
行政执法“一体化”运行体系，城市智管率达
85%以上。

过去一年来，云阳县统筹县城的优势、城
镇的特点、乡村的资源，初步探索出城乡融合
发展新路径。不仅如此，还在城市提标提质
上下了大功夫，随着“四街四镇”一体化、新市
民安居保障等“十大行动”的加快实施，一个
50平方公里、50万人口的“双50”城市已经基
本建成。60%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在园区集
聚，同时，云阳还统筹推进改造老旧小区796
万平方米，惠及 20多万群众，让市民享受到
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

在公园城市建设方面，云阳同样不遗余
力。云阳县公园城市规划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罗从风表示：“我们坚持以满足民生需求为导
向，推动优质公共服务、优美公园环境均衡共

享。”为此，云阳实施一批文化体育馆、中小学
校、商圈市场建设项目，并加快推进公园提能
升级项目，努力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
圈；探索“投建运管治融”一体化模式，实施城
市更新改造30万平方米，加快建设山水公园
智慧城市，争创市级生态园林城市。

民房变民宿 游客变常客
打造和美乡村“云阳样板”

“小县大城”赋能区域协调发展，“强镇带
村”则是带动和美乡村发展的有效路径。云
阳县作为全市唯一区县纳入全国农村综合性
改革试点试验，以人和街道、巴阳镇 10个村
为试点区域，打造山地农业优品区试验田，为
山区库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云阳样板”。

街巷干净整洁、民居错落有序、游园精致
实用……走进云阳县人和街道晒经村，但见
田园风光、处处皆美。春节期间，晒经村的桃
源人家更是成为了热门打卡地，游客们围炉
煮茶、乘船畅游、品尝特色美食，尽情享受假
日时光。

“这里能吃到地道的农家饭，还有很多游
玩项目，一家人来这里观光旅游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游客唐万青说。

可谁想到，这里曾经却是一片废弃的居
民点。由于村民外出打工，几栋农房曾破败
不堪，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村民外出务工后，
到 2000年左右这处居民点就只剩下 3户人
家。”云阳县人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传良回
忆道，近几年，该村有32栋闲置农房，不少农
房因长时间无人居住，甚至已经开始坍塌。

为了盘活这些闲置资产，人和街道积极
引进国有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三权”分置
改革，将闲置宅基地转化为观光农业、生态旅
游等新业态的发展动力。这一举措不仅盘活
了闲置资产，还带动了村集体增收，为乡村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全家都搬到了县里住，村里的房子
就闲置下来了。”晒经村村民刘晓尧笑着说，

“正好租给村集体，村里每年都给租金和分
红，同时也能为村里作些贡献。”

通过“闲置农房+乡村旅游”的模式，人
和街道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民宿和特色景点，
打造了桃源人家这一乡村旅游品牌。自运营
以来，桃源人家已接待游客 10万余人次，实
现综合旅游收入570余万元。

截至目前，人和街道已在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成交11宗资产，经营盘活村民闲置土地
25处、3060亩，盘活租赁农户闲置农房 9处、
1700平方米。去年以来，该街道村集体收入
达1130万元。

为了打造和美乡村“云阳样板”，云阳还
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通过

“百雁返乡”工程、“乡村CEO”培养计划等举
措，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办人、管理人员
联农带农，回引人才 4500人、培育致富带头
人100人、培训高素质农民5000人次。同时，
支持国有企业参与“三权分置”改革，盘活农
村建设用地、宅基地、承包地发展新业态，试
点农业“标准地”改革，深化“三农”信用试点，
带动集体经济增收2.2亿元以上。

万里长江潮平景阔，天生云阳接续高
歌。云阳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一地
三区两城”现代化新云阳建设，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云阳图景。到 2025年 4
月，云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5%以上，
招商引资落地资金30亿元以上，城镇新增就
业1800人以上，实现开门红；到年底，GDP增
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达 7%，城镇
化率达60%，“双试点”将圆满收官。

精致城市与和美乡村建设齐推进
提质“一地三区两城”现代化新云阳

石柱：土家新年焕新彩

□ 华龙网记者 李燊 姜力菘

“总台元宵晚会展示的皮影戏道具是我
在大年初十，接到县里通知后赶紧送出去
的。”巫山三峡皮影非遗传承人何仕红接受记
者采访非常兴奋和自豪。

2025年元宵之夜，重庆元素再次闪耀总
台荧屏，登上 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
宵晚会的璀璨舞台。其中，巫山三峡皮影以
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广
受关注。

巫山三峡皮影有何独特魅力？在守护和
传承这一古老的非遗技艺过程中，又有哪些
动人故事？记者专访了巫山县文化馆馆长杨
曦和巫山三峡皮影非遗传承人何仕红，探寻
这项千年光影艺术的来龙去脉。

千年回响
巫山皮影的历史渊源

巫山，地处长江三峡腹地，自古便是巴楚
文化交融之地。早在先秦时期，皮影戏便随
移民传入三峡地区，成为巫山先民劳作之余
的精神寄托。

据考证，三峡皮影戏起源于北宋，以巫
山骡坪镇为中心，逐渐发展为集民间剪纸、
戏曲、音乐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影人
以牛皮雕刻而成，题材多取自《杨家将》《薛
仁贵征西》等历史故事，承载着忠勇、侠义

的精神内核。明清时期，皮影戏在三峡沿
岸的茶馆、庙会上盛行，成为“流动的民间
史书”。

作为一种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地方戏
剧，三峡皮影已被正式认定为重庆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三峡皮影的制作以其细腻的镂刻技艺、
灵动的关节设计，将角色神韵刻画得栩栩如
生。此次亮相总台元宵晚会的哪吒、敖丙、龙
王、李靖等角色，取材于家喻户晓的《封神演
义》神话故事，广受大众喜爱。”巫山县文化馆
馆长杨曦介绍道。

何仕红是巫山三峡皮影非遗传承人，他
回忆道：“老一辈常说，‘皮影是穷人的戏台’，
一盏灯、一块布，就能演尽人间悲欢。”然而，
随着现代影视技术的普及，皮影戏观众锐减，
演出市场凋零，传承一度陷入困境。

方寸之间
光影艺术的独特魅力

巫山三峡皮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以简
驭繁”的艺术语言。

影人造型古朴粗犷，线条流畅如三峡山
水，关节处以细线串联，可灵活做出行走、打
斗等动作。表演时，艺人需同时操控影人动
作、方言唱腔与乐器伴奏，形成“一口叙说千
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震撼效果。

何仕红所在的“红惠同兴班”，至今保留

着传统表演形式：三人分工明确，一人执影、
一人奏乐、一人唱词。唱腔融入巫山方言的
抑扬顿挫，伴奏以二胡、唢呐、锣鼓为主，质朴
中透着沧桑。

在传承之中加以创新，才能让巫山三峡
皮永葆旺盛生命力。何仕红曾改编《长生草》
选段，将杨家将的忠勇与三峡纤夫的坚韧精
神结合，赋予剧目新的时代意义。

“这次被选中送去元宵晚会的，就是我们
吸收消化传统戏剧剧目和《封神演义》等，创
新编排《哪吒闹海》所使用的道具。”何仕红
说，也许正因为不断创新，才让巫山三峡皮影
被更多人看见。

巫山三峡皮影的制作工艺极为复杂，匠
心独运。据了解，三峡皮影的制作包括选皮、
制皮、绘画、雕刻及上色等多个精细步骤，整
个过程耗时长达一年以上，体现了匠人们卓
越的手工技艺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每一件
作品都凝聚着艺人的心血，不仅是一件艺术
品，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

何仕红珍藏有一套百年皮影，到如今
仍色泽鲜艳，他说：“每一刀都是与历史的
对话。”

薪火相传
非遗传承的现代突围

面对传承危机，巫山三峡皮影的守护者
们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2006年，巫

山县启动非遗普查，编撰《巫山民间舞蹈集》
《三峡皮影》等文献，将皮影戏纳入中小学美
育课程。何仕红带领团队下乡演出，年均表
演60余场，并走进高校传授技艺。

国家政策的扶持成为关键转折，2021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出台后，巫山皮影获得更多演出机
会。何仕红感慨：“现在每年演出至少有四五
十场，以前年轻人觉得学皮影没出路，现在有
了舞台，他们愿意回来了。”

如今，巫山博物馆常设皮影展演区，游客
可体验操纵影人、制作皮影。

巫山是旅游大县，非遗与文旅的深度融
合，为巫山三峡皮影开辟了新天地。巫山推
出皮影文创产品，如微型影人书签、皮影动画
短视频，年销售额超百万元。

“巫山三峡皮影首登总台元宵晚会的舞
台，不仅是对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认可与推
广，也标志着传统艺术从乡土走向大众视
野。千年皮影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记忆’，而
是以动态的、故事化的形式融合于当代审
美。”巫山县文化馆馆长杨曦对此表示深受
鼓舞。

从濒临失传到重焕生机，巫山三峡皮影
的复兴之路，是中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的一个缩影。巫山三峡皮影在元宵夜
的精彩亮相，让千年巴渝的历史回响，在现代
文明的拥抱中续写新的华章。

闪耀亮相总台元宵晚会 巫山三峡皮影有何魅力？

□ 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2月 12日，大渡口区举行项目建设推进大会。记者
从会上获悉，今年该区系统编制了四类项目清单，计划开
工200余个项目，计划总投资400余亿元。

2024年，大渡口 80个区级重点项目中有 75个按计
划推进，推进顺利率达 93.8%，其中，总投资 10亿元以上
项目有 23个，新入库 10亿元以上项目 6个。“尽管有所
成就，但存在大项目数量少、投资结构不优、建设进度不
快、攻坚意识不强等问题。”大渡口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全区各部门正积极开展项目谋划，进一步理清区内

“有什么”“要什么”“干什么”，提高项目谋划的针对性
和成功率。

“部分项目进度滞后、部分领域项目储备不足、要素
保障压力大等是当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大渡口区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说，将聚焦产业、科创、绿色、民生等核心
需求，系统编制四类项目清单，形成总投资超 2000亿元
的重大项目库；深入实施要素保障三年行动计划，构建资
金、土地、能源、用工、施工“五位一体”要素保障体系，确
保重大项目顺利实施。

当天，大渡口还集中开工了31个项目，总投资106.2
亿元，预计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30亿元、年税收 9000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4500余个。

□ 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这个充电桩安得好，现在我给电动车充电既方便又
安全，还省钱。”2月11日，在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天正街
一处电动车充电点，正骑车来充电的吴正学告诉记者。
据了解，目前沙坪坝已经布局了近 1500个电动车充电
点，可同时为 3000辆电动车提供充电服务，缓解居民机
动车充电难。

“在前期的安全隐患排查中，我们对电动车保有量进
行了摸底，发现全区电动车总量已达5万辆，但非机动车
充电桩零散分布于小区车库、单位停车场，群众充电很不
方便。”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比如电动
车保有量较大的歌乐山以西，仅有凤凰镇中心区域、物流
园黄金湾智谷等4处电动车集中充电点。

该区将“非机动车便民充电”项目建设纳入民生实
事，选择在居民们都相对方便的地点安设，尽最大可能满
足群众需求。

据了解，沙坪坝区首批680个充电桩已于去年8月安
装完毕；第二批800个已于春节期间全部投入使用，这些
充电桩可同时为2960辆电动车提供充电服务。

根据规划，今年沙坪坝还将充分利用人行道边角料
区域，再增设 3000余个充电桩，基本实现电动车集中区
域充电桩全覆盖，缓解群众电动车充电难。

沙坪坝将增设3000个充电桩
基本实现电动车集中区域充电桩全覆盖

大渡口系统编制项目清单
今年计划开工200余个项目

永川

“小黄牛”铆足干劲赶订单忙生产

检验人员认真细致对“小黄牛”小型旋耕机进行质检。

土家“啰儿调”对歌表演。石柱报记者 隆太良 钟思佳 王子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