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32025年3月7日 星期五
责编 熊雅雯 美编 黎刚强综合

□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林海、天坑、峡谷、草甸、山峦……3月 4
日，从重庆市中心城区驱车约 1.5个小时，记
者来到武隆区仙女山街道荆竹村。在这里，
精品民宿鳞次栉比，时尚书屋墨香萦绕，农家
小院炊烟袅袅，氤氲着烟火气和文化味的美
丽乡村，让心怀田园情结的游人为之着迷。

地处武陵山腹地的荆竹村，曾经是土壤
贫瘠、石漠化严重的偏远村庄，农业生产条件
较差，农民收入偏低。

近年来，依托仙女山丰富的生态旅游资
源，该村采取“旅游景区+田园综合体+特色
小镇+美丽乡村建设”的融合模式，引入现代

创意，变烤烟房、土瓦房为书吧、工作室；修葺
古代商道驿站“荆竹古道”，翻修“归原茶馆”，
展现20世纪80年代农村民居风格，留住乡村
记忆；建成农事体验博览馆、艺术家工作室、
国学馆、天坑剧场、文创商街、农夫集市、图书
馆、民宿等旅游设施，推进农旅、林旅、文旅、
商旅融合发展，荣获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的

“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而这，只是重庆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重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为总牵引，“一盘棋”推动，聚焦重大政策、
重大改革、重大项目、重大平台，协同推进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成势见效；迭代升级“慢
生活、深度游”要素体系，串珠成链整合文旅
资源，构建彰显国际范、巴蜀韵、重庆味的精
品线路，持续做靓世界山水都市、壮美长江三
峡等文旅名片；加快培育“文旅+”等新产品
新业态，打造一批研学、康养、避暑、冰雪、低
空旅游等多元特色新业态，创建一批旅游演
艺新空间、沉浸式体验场景等；培育壮大多元
经营主体，引育一批领军型、骨干型文旅企

业，培育一批“小而美”新型文旅服务经营主
体等；聚焦文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塑造，优选一
批“文旅+农业”“文旅+美食”“文旅+非遗”等
消费示范项目，打造文旅消费体验新亮点等。

2024年，重庆接待国内游客 4.7亿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7%、16.7%。

接下来，重庆将继续以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为引领，着力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
打造更多“西部领先、全国进位和具有重庆辨
识度”的文旅标志性成果。

□ 重庆日报记者 李周芳

春季学期开学前，根据市教委要求，中小
学每天上下午各安排 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
动，保障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
小时。如今，开学已半个多月，各中小学校大
课间实施情况如何？学生们有没有动起来？
连日来，记者对我市部分中小学进行了探访。

“足”够精彩
校园特色文化进大课间

“哔！”3月5日，随着一声长长的哨音，足
球场上，一群小学生练起了颠球。只见孩子
们目光专注，脚尖轻挑，足球便腾空而起，划
出一道道欢快的弧线……这是发生在渝北区
笃信实验学校大课间的一幕。

从这学期开始，该校在上午 9点 10分至
9点 40分，下午 3点 30分至 4点分别安排了
两个大课间。该校教师卢山介绍，上午的30
分钟大课间主要为室外操或跑步；下午30分
钟大课间以“游园式”活动为主，将足球元素
融入大课间，“这样可以结合学校的足球特色
文化，帮助学生至少掌握1项运动技能。”

具体而言，该校根据不同年级的情况为
学生们“量身定制”足球活动项目：一二年级
以足球趣味小游戏为主；三四年级则进行足
球踩点接力、足球障碍运球、足球直线运球等
练习，强化团队合作与协调性；五六年级注重
足球脚内侧带球、行进左右拉球、体能闯关
等，突出专项技能与体能提升。

“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会了一项运动技
能。”“玩一会就出汗，好痛快！”对学校大课间
的安排，学生们纷纷点赞。

在渝中区大田湾小学，足球特色活动也
融入了大课间活动。在下午大课间，孩子们
化身“足球小将”，在技能操中练习传球、带
球、射门等基本动作，一招一式，尽显专业风
范。“希望学生在活动中感受足球的魅力。”该

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绿茵场上，学生们熟练地带球、传球，欢

呼声此起彼伏……重庆市八中渝北龙兴中学
在下午大课间也安排了足球课。“虽然有时候
跑得有点累，但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刚上完足球大课间的初一7班学生柏竹灏一
边擦汗一边说。

“玩”出特色
哪吒操、啦啦操、非遗表演齐

上阵

为更好地利用大课间，一些中小学纷纷
创新思路，让学生们“玩”出特色。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
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3
月5日9点10分，随着忠县香山小学大课间时间
的到来，该校三年级2班的教室里响起了哪吒操
的音乐，学生们纷纷站起来，跟着音乐动起来
——热门影片内容改成了大课间的元素。“这个
哪吒操太欢乐了，每次音乐一响起，感觉所有烦
恼都消失了。”该班一名张姓同学表示。

该校教师王馨介绍，学校每天上午大课
间就做哪吒操，全员参与，“整套操做下来只
需要 3分钟。做完后，各年级会根据孩子体
能情况和天气情况安排不同活动。”

“非遗”也在为大课间注入新活力。
在重庆市铜梁区金砂小学的大课间，彩带

龙在孩子们手中上下翻飞，孩子们个个生龙活
虎，朝气蓬勃。该校教师吴旖介绍，学校将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铜梁龙舞搬入课
堂，在三年级开始，开设铜梁龙舞课堂，兼顾龙
舞的趣味性和普及性，最终将彩带龙搬进了大
课间，深受学生的喜爱。“利用大课间学会了一
项‘非遗’，真好。”四年级八班学生刘钰汐说。

“哐当哐当！”在城口县岚天乡中心小学
大课间，孩子们站在绿茵场上，高高举起手中
的钱棍挥舞，不时发出清脆的响声。为传承
地方特色，该校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钱棍舞纳入校本课程，全校学生每
天大课间都会齐聚操场“舞钱棍”，不仅能强
身健体，还能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作为“全国啦啦操实验学校”，重庆大同
实验学校以啦啦操为主的大课间活动备受学
生青睐。学校为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采取
了分层设计动作、设计合作练习和游戏情境
化等措施。在30分钟的大课间活动中，全校
学生依次完成基础练习、专项练习、合作练
习、放松练习，在跳跃中感受运动的快乐。

专家建议
结合实际丰富形式内容，让

运动成为孩子们的日常

“学校利用大课间让学生进行足球、篮球
等特长活动，让孩子们‘动’出了各自的精
彩。”重庆理工大学体育部副教授陈马强表
示，这不仅丰富了大课间的形式和内容，让学

生强健体魄、增加运动兴趣，还能培养他们的
运动技能和团队合作精神。

为充分利用好大课间，陈马强还提出以下
建议：一是确保大课间活动时间固定，不随意
更改或挤占，学校可通过优化课程表、合理安
排活动内容等方式，把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利用
起来，合理安排大课间时间；二是各学校可加
大设施、师资投入，提升体育教师学科素养，将
体育教师组织开展大课间计入工作量；三是结
合自身的场地、师资和优势体育项目等客观实
际开展多样化的体育活动，满足不同学生的兴
趣爱好和特长发展；四是根据学生的运动基础
和技能水平，设计不同强度的活动进行分层教
学；五是联合家庭和社区的力量，全方位构建
体育教育网络，让运动成为孩子们的日常。

市教委体卫艺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大课
间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动起来、跑起来、活
跃起来，让他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健康快
乐地成长。

□ 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在渝中区人民公园内，藏着这样一块石
碑，近一人高的碑身上，刻着“淫为诸恶首、孝
乃百行源”10个隶书大字。百余年岁月里，
人们从它身边匆匆路过，却鲜少有人知道它
的故事。

3月5日，这块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
街道人民公园内的“劝善碑”被正式登记进入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新发现之中。为了更
好地保护这块石碑，渝中区“四普”普查队积
极向市民征集“劝善碑”背后的故事。

据渝中区“四普”普查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劝善碑”位于人民公园内靠近西三街一

侧的崖壁上，毗邻望龙门小学。
经过初步判断，“劝善碑”为清代石碑，由

碑身和碑座组成，碑身通宽 1.52米、通高 2.7
米、厚 0.24米；碑座通宽 1.7米、通高 0.48米。
碑文内容为“淫为诸恶首，孝乃百行源”，字体
为隶书，字迹清晰可见。碑上的最小字宽 24
厘米、高 30厘米；最大字宽 32厘米、高 35厘
米。石碑边缘雕刻有万字纹的装饰边框，整
体保存状况良好。

“劝善碑”所在的人民公园曾名中央公
园、中山公园，是重庆历史上首座公园。园内
现有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每一处都承载着重
庆的历史和文化。

渝中区“四普”普查队相关负责人说，新
发现文物“劝善碑”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
值，其雕刻技艺也展示了当时民间匠人的高
超水平。碑文的隶书字体工整有力，线条流
畅自然，显示出匠人们精湛的书法和雕刻技
艺。此外，碑文的内容和形式也为后世研究
重庆地区的社会民俗历史和民间工匠技艺提

供了宝贵的实物佐证。
为何公园里会立有一块“劝善碑”？渝中

区“四普”普查队进行了多方走访。
据居住在公园附近的居民回忆，该碑早年

便存在于此，但具体是何时何人所立尚不清楚。
随后，普查队队员们走访了“重庆通”肖

能铸，据肖能铸回忆，他在 1954年上小学时
便看到了这块碑，他的历史老师还给他们讲
解了碑文的含义——这块“劝善碑”碑文出自
道教《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又称《觉世篇》）第
一章，旨在劝人要为善去恶，忠孝节义乃人道
之大纲。这种反恶、从善、推崇孝顺的传统思
想价值，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文化遗产，
渝中区“四普”调查队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到“劝善碑”背后的故事征集活动中来，共同
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普查队希
望通过征集活动，不仅可以了解“劝善碑”的
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还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重庆的历史和文化。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者获悉，大足区市场
监管局在注册许可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实施
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建设和便利化服务，成功打造了“三
化”服务样板，推动全区政务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

在标准化管理方面，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对政务行政许可
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共确定了91项重要事项，并制定了详
细的审查标准化指引。这些指引将政务服务事项细化为“颗
粒化”最小运行单元，明确了办事材料、要件清单、审查要点
等核心内容，实现了政务服务要素的精细化管理。同时，依
托渝快办平台，该局推行了经营主体准入准营退出全生命周
期的“一网通办”，确保了全区政务、行政许可事项在办理流
程、提交材料、审批时限和解释口径上的“四个统一”。

在规范化建设方面，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印发了《纠正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建设行政审批服务群众满意窗口自主
整治工作方案》，并建立了一系列工作制度，如“首问负
责”“服务承诺”“限时办结”和“一次性告知”等。此外，该
局还积极落实“清廉窗口”建设要求，明确主体责任，健全
纪律约束机制，强化清廉意识，规范审批行为，有效杜绝
了“窗口腐败”现象。目前，经营主体登记全程无纸化一
日办结率已达到100%，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在便利化服务方面，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全面梳理了登
记注册行政许可事项，并编制了详细的事项清单、材料清
单、流程清单、渠道清单等，为经营主体提供了全面、简洁明
了的办事说明书。同时，该局还试点推行了登记注册（行政
许可）“一本通”手册，进一步简化了办事流程。此外，该局
还提供了全程导引、延时办理、上门服务、帮办代办等贴心
服务，实现了开办企业的“一个终端全办结、一个平台全覆
盖、一份执照全应用”。今年以来，该局已完成预约服务150
余次，帮代办服务88次，延时服务34次，赢得了广泛好评。

下一步，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以标准化管理、规
范化建设和便利化服务为手段，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满
意度，努力争做全市各区县政务服务的示范标杆。

大足区市场监管局

打造“三化”服务样板
建设一流政务窗口

本周，最瞩目的，是全国两会的召开。
先看政府工作报告的一组数据：2024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56万人、城镇调
查失业率平均为5.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际增长5.1%；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
物（PM2.5）平均浓度下降2.7%，优良天数
比例上升至87.2%，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
比例提高到90.4%；下调住房贷款利率和
首付比例，居民存量房贷利息年支出减少
约1500亿元；国家奖助学金提标扩面、助
学贷款提额降息，惠及学生 3400 多万人
次；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惠
及1100多万人……

再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政府工作
任务时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居民医保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分别再提高30元和5元；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扩大高中阶段教育
学位供给，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
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落实和优化休假制度，释放
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潜力；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
要，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
子”；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有序
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群众的“心上事”，就是政府“上心事”。本周，大足区
中医院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举行了授牌仪式。自2021年该
院成功创建三级中医医院以来，大足区用三年之功成功创
建国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不是为拿一块牌子，而是为更
好弘扬中医文化，传承中医国粹，守护群众健康。此外，平
安大足建设大会提出以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综合一体
化治理体制机制为抓手，全面提升全区域本质安全水平；
大足区城市管理局以“一件事”思维开发“数治窨井盖”应
用，切实守护群众脚下安全；大足区昌州小学与上游小学、
弥陀小学等7所兄弟学校建立联盟集团，携手提升教育质
量，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特色发展；大足区农业农村委
以“标准引领，三品提升”为核心抓手，全面推动大足黑山
羊产业迭代升级；大足区龙岗街道通过“古景村落+现代
服务”的融合模式，在北禅社区佛耳岩片区的“北塔悬岩·
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中，助力村民打造梦中的“归园
田居”；在春耕备耕关键时期，大足区新建高标准农田，送
农资下乡进村，实施“稳粮扩油”工程和粮食单产提升行
动，推广高产优质农作物品种助力粮食稳产农民增收……
无一不是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上心事”的具象。

把群众“心上事”当成“上心事”，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
一种责任。只要做到了小事不言小，难事不畏难，实事不务
虚，就能解群众“心头结”，办群众“心上事”，做群众“心上人”。

流汗水、有笑声、学技能……

重庆中小学大课间“动”出精彩

渝北区笃信实验学校大课间，学生正在进行足球相关训练。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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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四普”新发现+1！渝中区人民公园内，有块“劝善碑”

位于渝中区人民公园内的“劝善碑”。

串珠成链，重庆打造文旅地标

3月3日，升级改造后的德福兔文化
街流光溢彩、人潮涌动。去年，大足区
将城市建设和民生改善紧密结合，通过
升级吾悦新印巷、德福兔文化街等特色
消费场景，新增“错时共享”停车泊位
2224个等一大批民生工程，不断完善城
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让居民生活更
方便、更舒心。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城市更新焕新颜
品质提升惠民生

近日，大足区林业局联合大足区应急局等单位到拾
万镇，开展2025年度森林防火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通
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集中讲解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
森林防火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增强群众森林防火意识。

新渝报通讯员 罗启彬 摄

筑牢“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