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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你知道吗？重庆城也有一座“凯旋门”。
虽然它的名字让人陌生，但许多老重庆人，都
曾在这座“门洞”下穿行于渝中半岛的上下半
城之间。它就是位于渝中区凯旋路之上的凯
旋路旱拱桥。

近日，来自渝中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队的消息称，凯旋路旱拱桥已被纳入新发现
文物线索。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其进行现场
勘测，后续将持续开展相关调查登记工作。

它是重庆中心城区“第一旱拱桥”

说起这座老重庆人经常穿行却又不知其
名的旱拱桥，渝中区“四普”调查队相关负责
人说，它其实已经建成83年了。

凯旋路旱拱桥位于南纪门街道凯旋路社
区联升巷 11号，在它身旁，就是重庆城非常
有名的凯旋路。凯旋路靠北端有一段长约
200米的陡坡，为解决地形高差，在陡坡地段
修建了一段高石堡坎和一座大型石拱旱桥，
旱桥长 75米，宽 11米，9孔，每孔跨度 6米。
凯旋路旱拱桥由青条石砌筑，桥身整体形象

朴实厚重，拱券与桥墩部分浑然一体，没有明
显线脚。

整座旱拱桥共架设 9个拱洞，自西向东
第四个拱正对人行阶梯，该拱前后贯通，其下
是连接较场口与下半城储奇门地区的185步
石梯的云梯街，因其像一座跨于梯上的城门，
被百姓们称为“凯旋门”。旱拱桥的上部是正
常的马路，下部则由几个拱洞相连，主拱洞如
今主要作为人行通道，剩余部分拱洞已经被
封闭。

渝中区“四普”调查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凯旋路旱拱桥是重庆抗战时期第一次扩城
的缩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
重要的历史价值。其独特的建筑构造，路桥
结合的建筑技艺，使其被誉为重庆中心城区

“第一旱拱桥”，对现代路桥建设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如今，凯旋路在现代城市交通中仍然发
挥着重要作用，“凯旋门”及“云梯街”也成为城
市旅游打卡景点之一，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桥洞下曾是市民最爱的歇脚处

虽然凯旋路旱拱桥声名不显，但老重庆
人只要说起它“脚下”的云梯街，就有摆不完
的龙门阵。

家住渝中区解放西路的李方然说，这座
桥洞曾经是他小时候最爱的歇脚之处。“我小
时候还没有凯旋路电梯，如果要步行前往上
半城，最快的方式就是爬上云梯街那一坡看

上去就头晕的长石梯。”李方然说，他至今都
还记得，儿时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就是比赛看谁能最快爬上这坡梯坎，“我们的
比赛终点，就在那个桥洞下面。”

随着凯旋路电梯建成，云梯街和旱拱桥
的交通作用渐渐弱化，宛若城门的桥洞下，穿
行的人流骤减。但随着重庆旅游越来越火
爆，如今的旱拱桥和云梯街，再次迎来了“春
天”。“来重庆旅游，怎么可能不来感受一下重
庆城的爬坡上坎呢？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云
梯街后专门来挑战的。”成都游客王雅琳说，
当她来到云梯街的第一步梯坎前时，就被层
层叠叠的石梯震惊了。

邀请市民提供更多文物线索

作为重庆母城的渝中区，还藏着多少鲜
为人知的“宝贝”？渝中区“四普”调查队再次
发出征集令，邀请市民积极向文物部门提供
渝中区范围内新发现文物的线索。

据渝中区“四普”调查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国情国力调查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
全的重要措施，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
基础工作。

随着“四普”实地复查工作的圆满完成，
渝中区实地调查工作重点转入新发现文物调
查。根据渝中区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特点，重
点征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物线索，做到“应普

尽普”“应保尽保”。
哪些文物在此次线索征集的范围之中？

该负责人表示，不仅包括地上、地下，征集范围
还包括水下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文物类
型则涵盖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
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

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线索
提供者应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情况描述，包括
新发现文物的名称、年代、详细地址等。

□ 新华网记者 王志艳 赵宇娇

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 12月，我国微短
剧用户规模达 6.62 亿人，网民使用率为
59.7%。无论从用户规模、市场规模和产业
效益，微短剧都不再是简单新兴的娱乐产品。

随着监管深化，平台持续治理，行业自身
纠偏，一路“狂飙”的微短剧在内容、商业模式
等方面历经了从内至外的显著变化。

微短剧，不止“爽”剧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微短剧剧情狗血、
内容同质、霸总霸屏、圈钱消费等质疑不绝
于耳。

2024年中，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未经审
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当年末又
发布管理提示，加强对微短剧片名的审核，以
纠正不良倾向。

近日，总局再次发力，公开发布《关于进
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
康繁荣发展的通知》，要求根据微短剧行业实
际，按“重点微短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
剧”分三个层级进行审核管理。短视频平台
随即发布微短剧治理公告，并下架数百部违
规微短剧。

对微短剧的规范持续进行，从备案到片
名等，越来越细化。“这些制度不仅提升了微
短剧的质量门槛，过滤掉了低质量内容，还鼓
励创作者和平台追求更高层次的艺术和制作
标准。”红果短剧相关负责人说。

中文在线精品短剧部总经理余帅同样
认为，“分类分层审核”等制度将有助于优化
行业生态，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转向“精
品竞合”。

在内容创作上，今年 1月，总局发布“微
短剧+”行动计划，并提出六个主要创作方
向，包括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学法、科普、学经
典、看品牌、看非遗。

推动微短剧与千行百业结合，为其精品
化、多元化发展拓宽了路径。以普法微短剧
《西城无小事》为例，该剧以北京市西城区“接
诉即办”的真实案件为故事原型，展现基层治
理的生动实践，邀请了蔡明、英壮、李金斗等
演员加盟。这样的阵容不仅有助提升微短剧

的专业性与影响力，还与普通微短剧的“快
消”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提到微短剧大家可能先想到的是‘戏剧
的、快节奏、强翻转’，很少想到‘真实’，《西城
无小事》的创作难点也在于此，故事一旦‘悬
浮’会被观众一眼看穿。突破口就是下笨功
夫，只有走过基层工作人员走过的路，才能更
好地反映他们的生活。”编剧袁野坦言。

而随着《重回永乐大典》《锦衣巷》等一批
深植现实土壤，展现传统文化或非遗文化魅
力的微短剧不断涌现。可以肯定的是，微短
剧靠“爽点”和套路来博流量、赚快钱的模式
已不符合如今的发展趋势。

以“分层分类审核”为代表的管理新规不
仅树立了明确导向，还向整个行业发出了要
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清晰信号。

微短剧“端上主桌”

微短剧的起点是竖屏，但自去年以来，微
短剧的大屏之路越走越宽。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显示，截至 2024年底，已有 30余部微
短剧在全国省级卫视播出。

湖南卫视动作最快，2023年底，其率先
在大屏端播出微短剧《风月变》，后又开设微
短剧“大芒剧场”；浙江卫视与重庆卫视随后
播出《南辕北辙的我们》和《嗨！微剧场之烟
火星辰》；东方卫视推出“品质东方·微剧场”，
近期上档了创新栏目《开播！短剧季》，受到
行业内外关注……

微短剧上星，意味着更高的制作要求和
播出标准，也意味着对作品质量的认可。

今年年初，总局发布2025年微短剧春节
档推荐片单，分成大屏端和网络平台端两部
分，分别包括 14部和 49部作品。相较 2024
年首个微短剧春节档，不仅推荐剧目数量更
多，题材也更丰富。

微短剧拿到“大屏编制”，推出“微短剧春
节档”，这在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
研究员周逵看来，是在向行业释放明确的信
号：“将微短剧纳入到主流文化消费领域里
去”，而“微短剧进入电视大屏，既可以拓宽用
户群体，又能让它从个人文化消费转向群体
主流文化消费。”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春节期间，抖音、

快手、爱奇艺、红果短剧等网络视听平台，
以及各大卫视等主流渠道新上线超 400部
微短剧。

红果短剧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分析，今年
的微短剧春节档体现了行业的三个最新趋
势：一是题材多样，武侠题材、红色谍战题材
等都颇受欢迎；二是制作团队专业化，长剧演
员下场，如知名演员舒畅参演《蛇年大吉之小
青渡劫》《锦绣传》，专业武术指导监制《行道
者之剑二十四》等；三是质量全面升级，立体
的人设、丰满的细节、更具时代价值的表达成
为共性。

以抖音主推的定制剧《夫妻的春节》为
例，该剧由倪虹洁监制和主演，聚焦中年婚
姻关系。它以轻松诙谐的轻喜剧方式，讲述
深刻、真实的社会话题。剧中金句频出，台
词力度强，网友留言称赞“果然是专业演员，
就算是短剧感觉也不一样”。目前该剧播放
量已超 5亿，是今年抖音首部观看人数破亿
的短剧。

春节后，该剧还登陆东方卫视播出。该
剧总制片人陈宣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微短
剧大小屏联动不仅是播出渠道的不同，更能
在小屏快速传播的基础上，借力大屏覆盖更
广的观众圈层。

受访者认为，虽然微短剧春节档能否产
生类似电影春节档的“行业风向标”作用，还
有待时间验证。但“大小屏融合”“档期化”运
营对行业发展无疑是重要利好，它体现了微
短剧正迈向正规化、精品化。

探索“长期主义”盈利模式

早期微短剧通常采用单剧付费模式，从
去年开始，伴随广告解锁、会员免费等多元化
变现方式的出现，平台调整运营策略，使得微
短剧的生命周期得到延长。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4微短剧
行业生态洞察报告》显示，抖音原生头部微短
剧的首月收入占总收入的 80%，2—3月占比
为15%，即使进入4—6月阶段，仍能保持5%
的收入占比。这表明，微短剧的盈利模式正
转向长期用户留存和内容传播。

长视频平台也将微短剧作为会员内容生
态的重要组成，以提升对用户的吸引力。以

爱奇艺为例，自 2024年 9月底开始发力微短
剧，仅三个月就出现了单月分账收入过百万
的剧集。今年春节期间上新的 28部微短剧
也均为会员免费或限时免费，爱奇艺高级副
总裁杨海涛对此表示：“IAP（付费模式）不再
是主流，会员模式和免费模式越来越普遍。”

至2024年10月，免费剧的市场占比已攀
升至 50%，成为推动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制作公司于今无量创始人李峻丞透露，他们
的微短剧大多在红果免费短剧平台播出，“免
费模式不仅分账透明，还能解决盗版问题，这
都是行业关注的重点。”

可以看出，微短剧“充值套路”已经不再
是当下的主题，在用户需求与审美都在不断
提升的今天，有优质内容生产能力的制作方
将获得更多的收益和话语权，从而将高回报
用于制作更精良的作品，形成“内容-流量-
收益”的良性循环。

此外，更多互联网平台的入局，大屏小
屏、横屏竖屏的融合等也带来更多机遇。

今年年初，淘宝、美团、小红书推出数十
部微短剧，长视频与短视频平台“牵手”等新
动向，“有望合力提升行业天花板”，给微短剧
题材同质化、创新力不足、审美疲劳等问题，
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不同平台有各自的优势，长视频平台的
影视 IP储备丰富，可依据传统网络剧衍生微
短剧。电商平台通过微短剧增加用户留存，
开发‘微短剧+消费’模式。竞争加剧的同
时，资源也在快速整合。”周逵说。

谈及2025年微短剧行业发展趋势，受访
者不约而同提到“长期主义”“社会价值”“技
术驱动”等关键词。随着转型升级步入“深水
区”，微短剧精品化已成为行业共识，未来将
会有更多专业团队、知名导演和制作人下场。

文化产业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近年来
的一系列现象级作品，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不论是让国外玩家集体阅读《西游记》的《黑
神话：悟空》，还是已挺进全球影史票房榜前
十的《哪吒2》，它们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打
破纪录，更在于“用心做事、追求品质”的价值
和意义。

正如已登顶中国导演票房榜的饺子
所言：“我们相信，观众不会拒绝有诚意
的作品。”

微短剧迎来新变化

“四普”发现新文物线索

渝中区藏着一座“凯旋门”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
图）近日，随着气温回暖，大足区的贴梗
海棠迎来盛花期，一树树红艳似火的花
朵簇拥绽放，宛如春日焰火，吸引了不少
市民驻足观赏。

大足素有“棠城”的美誉，每年，贴梗
海棠总是率先登场，以其艳丽的姿态宣
告春天的到来。记者在宏声文化广场看
到，近百株贴梗海棠树上，深红、橘红的
花朵缀满枝头，在绿叶映衬下格外夺目，
引得不少市民驻足拍照。

据了解，在贴梗海棠之后，垂丝海
棠、西府海棠等多个品种将陆续开放，花
期可持续至4月中旬。

近年来，大足区充分利用“棠城”这
一文化名片，不断提升城市景观品质，打
造了多个赏花胜地，不仅丰富了市民的
文化生活，也为城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为增强儿童青少年的传染
病防控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2月
26日，大足区健康教育中心走进龙西小学，开展了主题
为“常见传染病防治——艾滋病与结核病”的科普讲座。

活动中，科普专家从艾滋病和结核病的成因、感染症
状、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方面，系统讲解了校园内艾滋
病和结核病的防控知识。科普专家还结合图片和视频，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艾滋病和结核病的相关知识，让现场
师生受益匪浅。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中，科普专家通过提问和讨论的
方式，与师生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时，科普专家呼吁大
家在生活学习中要勤洗手、多通风、常健身，增强抵抗力；
如出现可疑症状，应及时就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2月26日，大足区昌州小学
教育集团（联盟型）启动仪式暨联合教研活动在昌州小学
举行。从此，昌州小学与上游小学、弥陀小学、石桌小学、
灯塔小学、石马小学、团结小学、协和小学 7所兄弟学校
结为联盟集团，携手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
衡特色发展。

课例展示环节，两位骨干教师分别执教了《小数的初
步认识》，展示了不同的教学风格，为参会教师提供了教
学示范。集团研讨会上，昌州小学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昌
州小学教育集团理事名单，集团理事长对集团未来发展
规划进行了介绍。各联盟校负责人分享本校基本情况及
治校方略，为后续的协作与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集团
成员校还现场签订了合作协议。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在教育改革的
浪潮奔涌向前之际，大足区昌州小学教育集团应势而
立。集团以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以创新
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为动力，通过实施集团化办学，推动
集团内学校在办学理念、师资队伍、教学资源等方面深度
融合、共同发展，不断缩小校际差距，整体提升教育集团
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昌州小学党总支书记、昌州小学教育集团理事长
薛勇表示，集团从强化党建统领、深化课程改革、开发
特色课程、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四大板块，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未来，教育集团还将共建优质资源体系，推进以
昌州小学为领头雁的集团化办学新样态，促进城乡区
域教育优质均衡特色发展，助力暖万家的大足教育高
质量发展。

共谋教育发展新篇章

昌州小学教育集团成立

新华社北京 2月 27日电（记者 周文剑）经国务院批
准，2月25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公布第七批国家级烈
士纪念设施名单，新增包括北京“三一八”烈士公墓等71
处设施。至此，我国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达348处，覆盖
全国各省（区、市），这些设施纪念意义重大，基础设施完
备，规划特色鲜明，在教育功能发挥方面更为突出。

据了解，烈士纪念设施实行分级保护管理，目前全国
共有县级及以上烈士纪念设施4400余处，每年接待各界
群众祭扫瞻仰1.5亿多人次，成为弘扬英烈精神、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阵地。

此次获批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涵盖辛亥革命、
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
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阶段，既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
念园、黑山阻击战烈士陵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等反映
重大战役战斗的遗址，也有王尽美烈士纪念馆、叶挺纪
念馆等纪念著名英烈人物的场所，进一步织密了全国红
色教育网络。

烈士纪念设施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第七批国
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的公布，不仅是对英烈的深切缅怀，更
是对红色文化的赓续传承。退役军人事务部要求，各地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
士褒扬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
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挖掘英烈事迹，提升展陈水平，讲
好英烈故事，进一步发挥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宣教示范
引领作用，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的浓厚氛
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我国公布第七批71处
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科普讲座进校园

凯旋路旱拱桥老照片。（受访者供图）

贴梗海棠盛放
点燃“棠城”春色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2月27日，由重庆市卫生健
康委主办，重庆市人民医院、重庆市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
心、重庆两江新区社会发展局承办的“重庆好医生、重庆
好护士”2024年第四季度暨年度人物发布交流活动在重
庆市人民医院举行。大足区“重庆好医护，我为你服务”
志愿者服务分队“亮相”全市交流活动现场。

在这场活动中，大足区“重庆好医护，我为你服务”志
愿者服务分队的精彩亮相，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活
动现场，大足区志愿者服务队的雷世骞、钟才能、赵德胜
三位代表，分别向来自全市各区县的卫生健康委代表们
分享了他们的志愿服务故事和取得的成效。他们用生动
的语言和真实的案例，讲述了自己如何利用专业知识服
务社会、帮助他人的经历，赢得了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和
高度称赞。

据悉，去年 11月份，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正式成立了
“重庆好医护，我为你服务”志愿者服务队。大足区志愿
者服务队作为首批成立的队伍之一，积极响应号召，迅速
行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包括义诊咨询、
健康宣教等。他们走进社区、学校、企业等基层单位，为
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同时，他们还通过举办
健康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普及健康知识，提高群
众的自我保健意识。

“此次在全市交流活动现场的亮相，不仅是对大足区
志愿者服务队工作的肯定和鼓励，更是对我们未来继续
发扬志愿精神、为更多人带去健康和希望的鞭策和动
力。”雷世骞表示。今后将继续秉承初心、砥砺前行，为守
护人民健康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大足区“重庆好医护，我为你服务”
志愿服务经验获全市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