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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 欧柚希）3月 15日，来自全
国及川渝旅行商代表、文旅专家学者、全国以及重庆主流
媒体代表等100余名文旅嘉宾实地调研大足石刻。

当天，嘉宾们一行实地走进大足宝顶山石刻景区，亲
身感受大足石刻的壮观和独特魅力。这些石刻造像精美
绝伦，展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高超技艺和丰富内涵，大家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深入了解了每一尊石刻造像背后的
历史故事和文化意义。

对于其旅游开发潜力，文旅嘉宾们表示，在保护的基
础上，要合理规划旅游线路，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加强文
旅宣传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大足石刻的魅力。

新渝报讯（记者 张琦 杨琢）3月 16日，成渝新电商
高质量发展资源对接交流活动在足举行，推动两地电商
资源深度融合，助力产业协同发展。

活动中，重庆国际贸易数字平台运营专班负责人，简
阳市、成都市有关企业负责人围绕数字平台、新业态发展
前景、跨境电商企业如何破局、跨境展会运营等内容分别
作了交流推介。

据介绍，早在 2021年，大足区就与简阳市确立携手
共建“成渝电商合作双示范基地”。两地把握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围绕电子商务赋能产业
发展这一中心，切实把国家战略转化为发展实效。

两地商务部门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政策协同、强
化企业互动、优化服务配套，共同探索“成渝制造”出海新
通道，携手推进成渝两地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助力两地
企业共同搭上新电商发展的快车，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电商协同发展的典范。

新渝报讯（张琦 杨琢 实习生 彭茜）3月16日，聚焦
外贸新业态 打造跨境出海新通道——市场采购贸易发
展形势研讨论坛在大足区举办。

论坛上，来自江西景德镇、河北唐山、新疆乌鲁木齐
和江苏常熟等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地区的代表齐聚。大家
围绕试点中的阶段性问题、税务政策、全链条业务打造、
业态融合和一体化通关等话题进行深入沟通，交流试点
经验，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探讨市场采购贸易的发展路径
与转型策略。

2022年，重庆市大足龙水五金市场正式列入第六批
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名单。两年多来，大足市场
采购贸易货物在全国32个口岸实现通关，货达83个国家
和地区，累计申报出口5406票、8195个标箱、总额26.4亿
元。集聚区已累计注册备案采购贸易经营主体 221家，
服务区内外企业927家。

新渝报讯（记者 张琦 杨琢）3月16日下午，“货通全
球”五金产销对接活动举行。10家企业现场达成采购意
向，总签约金额达8200万元。

产销对接为五金生产企业、经销商、采购商及相关行
业服务提供商现场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活动中，重
庆古臻匠厨具、重庆初刻智能机械设备、扬州三和刀具材
料等多家企业依次登台，推介特色产品；重庆航宇门窗、
绵阳市科捷工具制造、成都兴正工具设备等企业介绍了
采购意向。“我们希望通过产销对接打通上下游合作堵
点，让‘大足五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重庆古臻匠厨具
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作为西部地区最大的五金专业展会，第十届大足国
际五金博览会展览面积为1.5万平方米，分设市场采购贸
易专区、综合展示区、工具五金区、建筑五金区、日用五金
区、五金机电区、机械设备区七大线下展区，展示涵盖日
用、工具、建筑等12大门类、200多个五金品种。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 特约通讯员 曾蕊）3月16日，
著名军旅主持人刘小娜、蒙古族歌唱家齐峰、军旅女高音
歌唱家吴兢一行参观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对千年
石刻造像的精湛技艺和深厚文化内涵给予高度评价，盛
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果。

三位艺术家首先来到大足石刻数字影院，观看了8K球
幕电影《大足石刻》，沉浸式感受科技与石窟艺术“共舞”的
奇幻之旅。随后一行人来到宝顶山石刻景区，在讲解员的
解说下，淋漓尽致地感受大足石刻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

“大足石刻造像精美、工艺精湛、寓意深刻，让我们非
常骄傲的是，千年前我们的工艺就是这么地精湛，想象力
就是那么地丰富，我们的内容是那么有教诲性。”著名蒙
古族歌唱家齐峰说。

据了解，近年来，大足区全面提升大足石刻保护研究
利用水平，在文物数字保护和利用工作中开展了大量有
益的探索和实践，推动大足石刻保护利用工作实现新突
破，逐步构建起大足石刻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的数字
资源保障体系。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3月14日，“名
家品石刻”主题讲座在安徽大学历史学院举
行，重庆市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
员刘贤高作为主讲人，以《世界遗产大足石
刻“三品”观——石窟艺术的最后丰碑》为
题，为师生们讲解大足石刻的文化内涵、艺
术价值，帮助他们理解舞剧《天下大足》的创
作背景、文化元素和该剧所表达的“人间小

满，天下大足”的理念。
刘贤高从大足石刻的发现之旅讲起，回

顾清代地方官员踏查、民国学者梁思成等人
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协“四川古代雕
塑考察团”专程考察的过程，表示这些考察
研究工作使得大足石刻逐渐为学术界和社
会大众所知，为其 1999年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奠定了基础。

“在石窟艺术一千多年传播演进历程
中，古代丝绸之路点亮了敦煌、云冈、龙门、
麦积山等石窟明珠，把石窟艺术的最后光亮
聚焦于大足石刻，照亮了‘石窟艺术中国化
典范’这一金字标识。”刘贤高总结道。

刘贤高邀请安徽大学的老师们、学子们
到重庆做客，实地品味重庆火锅的热度，感
受大足石刻的气度和靓度。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易
晏玮）3月 14日，“跟着舞剧游大
足”——大足文化旅游推介会在
合肥举行，重庆市大足区向安徽
人民推介大足优质旅游资源，邀
约他们跟随舞剧脚步，来重庆大
足旅游，实地感受舞剧故事发生
地大足石刻的魅力；邀请安徽旅
行商共享大足文旅产业发展机
遇，助力大足建设世界知名文化
旅游目的地。

大足区政协副主席蔡明兰代
表东道主出席。

大足文旅推荐官孟佩细数大
足文旅资源特色。她介绍，大足
文旅资源丰富，首屈一指的是重
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
刻，闪耀着中华文明的圆融之
光。她说，来大足有三个理由：一
是大足已经成为新时代的现象级
文化地标。《黑神话：悟空》《非遗
里的中国》、“与辉同行”大足专场
直播、舞剧《天下大足》等，在时光
长河中架起贯通古今的虹桥。二
是大足四季风光秀丽，值得游客
四季游览，是每个都市人触手可
得的诗和远方。三是大足以活色
生香的舌尖滋味留客，大足美食
丰富，已经获得众多游客好评。

“大足文旅资源具有标识度，
很优质，希望尽快把安徽游客送
到大足去。”“跟着舞剧游大足，再
把作为舞剧《天下大足》同款产品
的邓家刀、笛女酒带回家，这就形
成了旅游闭环。相信游客一定会
乘兴而来、满载而归。”参加推介
会的多位安徽省旅行商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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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易晏玮 文/图）
3月15日晚，渝派舞剧《天下大足》全国巡演
第三站走进安徽，在合肥大剧院歌剧厅开演。

当晚，合肥观众满怀期待走进剧场观
看舞剧。看完出场时，不少观众心情激动，
称赞渝味浓厚、舞台大气磅礴、造型唯美、
充满意境、感情戏催人泪下，体验到了高质
量的视听享受，情绪久久沉浸其中，很想跟
着舞剧去重庆大足，实地感受大足石刻的
非凡魅力。

舞剧观众兴致高昂，剧场外大厅举行的
“集美大足”展览和开办的“大足文创快闪
店”也人气爆棚，观众仔细欣赏展出的大足
石雕作品、汪曾祺等文化大家对大足石刻的
题词，购买与舞剧《天下大足》道具同款的大
足笛女酒、媚态观音花冠书签、邓家刀等文
创产品，把崖壁上的唐风宋韵带回家。

唐宋时期的大足石雕匠人是舞剧《天下
大足》的主角。这部舞剧聚焦开凿大足石刻
的石雕匠人群体，关注这群平凡人的悲欢离
合，通过100分钟的表演时长，浓缩讲述400
余年的大足石刻开凿历史，诠释生生不息的

民族精神。这部剧让崖壁上的大足石刻
“活”了起来，剧中的人物造型、工作和生活
用具都高度还原大足石刻造像，显得古朴、
美观。每个舞台场景意境深远，犹如一幅幅

国画，让游客以往对大足石刻的浪漫想象得
到了具象化呈现。

该剧自2月底启动全国首轮巡演以来，
已经先后在重庆、南宁演出。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 张艳男）3月15日，
在 2025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暨大
足石刻国际旅行商大会上，《2025年大足区
旅游团队营销奖励办法》正式发布。通过
门票优惠、阶梯奖励、专项扶持等多元化举
措，鼓励旅行社、网络预订机构及研学机
构深度参与大足文旅资源开发，共同拓展
国内外客源市场，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提质
升级。

据悉，本次奖励办法由大足石刻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统筹实施，覆盖大足石刻五山景
区（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大
足石刻数字影院及龙水湖景区。针对旅行社
团队，该奖励办法推出门票优惠、专项奖励以

及长期合作激励计划。门票优惠方面，宝顶
山景区及数字影院所有票种享 8折优惠，北
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景区门票5折优惠，
龙水湖游船票8折优惠。

专项奖励方面，组织港澳台地区及国际
团队游览宝顶山景区可获每人50元奖励；组
织团队购买“宝顶山景区门票+北山景区门
票”或“宝顶山景区+数字影院门票”，并入住
签约酒店满 1晚，奖励 30元/人；组织市外专
列、包机团队一次性达100人以上，或自驾团
队一次性达15辆车（50人以上），游览宝顶山
及其他收费景区且在推荐酒店、餐厅消费，按
40-50元/人奖励；直通车团队单一省（区、市）
客源占比超 80%，全年达到 1000人及以上，

奖励10元/人；全年达到3000人及以上，奖励
30元/人；全年达到 6000人及以上，奖励 50
元/人。

长期合作激励计划包含季度返奖与年度
阶梯奖励。合作方单季度在大足石刻、数字
影院、龙水湖景区累计购票金额超 30万元，
可获3%返奖；大足石刻景区（含数字影院）全
年累计购票金额 10万元以上，10万-100万
元部分按 15%奖励，超 100万元部分按 20%
奖励；龙水湖景区全年累计购票金额 5万元
以上，按 5%-20%分段奖励。年终排名奖励
针对大足石刻、龙水湖景区全年累计购票金
额超100万元的合作方，前三名需达300万元
以上，前十名奖励5万-30万元不等。网络预

订机构可同步享受门票优惠及专项奖励政策
（季度奖、年终排名奖除外）。

针对研学团队推出年度超额奖励，全年
采购数字影院或研学产品金额达 10万元以
上享受年度超额奖金，10万元以内部分，奖
励5%；10-50万元部分，奖励10%；50万元以
上部分，奖励15%。

“今年，我们还将到全国各省（直辖市）
开展集团营销，加强与全国各地的旅行商、
境外的旅行商合作，吸引更多境内外游客
来大足-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体验艺术与信仰的千年传承，唱响流淌
在岁月中的文化赞歌。”大足区政府相关负
责人说。

推出三项激励计划，最高可获30万元奖励

《大足区旅游团队营销奖励办法》发布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3月15日，2025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暨大足石刻国际
旅行商大会举行。大足区向全社会发布了酒
店民宿、商业街区、沉浸演绎3个板块、8个项
目的大足文旅发展需求与投资机遇。

板块一：酒店民宿

在大足，酒店民宿不仅仅是住宿的场所，
更是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大足重点在宝
顶山、龙水湖和大足城区，规划了高端度假酒
店、民宿集群、精品酒店等业态，有的新建，有
的属于改建，打造多样化、多层次的住宿体
验，诚邀酒店建设和运营类企业参与投资或
运营。重点推荐3个项目。

一是宝顶精品民宿群。该项目地处大足
石刻宝顶山景区，山水田园环绕，听晨钟暮
鼓，赏月明气清，配套齐全，极具特色化、稀缺
性。通过改造多处民房，打造西部地区最具
体验感的新概念禅修顶奢民宿、田禅民宿体
验集群。计划投资2.1亿元。

二是禅乐寺龙翔精品民宿。该项目位于
巴岳山森林公园，禅乐寺旁，被称为巴岳山之
眼，距龙水湖旅游度假区 6公里。将玉龙山
森林公园活动中心2630.8平方米建筑改建打
造为禅养、茶道、旅居的休闲度假民宿。项目
主要实施环境整治及民宿打造。

三是西子湾国际假日公园（二期）。该项
目位于龙水湖旅游度假区，背靠玉龙山、面朝
龙水湖，拥有重庆最大天然山泉浴场和鹰飞
鹤舞的湖光山色，拟打造“亲水”与“露营”两大
爆款产品，成为西南区域山水生态营地标杆，
已建成部分新业态。项目总占地 750亩，邀
请文旅类、民宿类企业共投共建、合作运营。

板块二：特色街区

大足着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依托大足
石刻文化 IP，打造集手工艺品、地方美食、非遗
展演、娱乐购物、创意市集和艺术展览为一体
的主题文化街区、夜间消费街区，为游客提供
丰富多彩的消费体验，重点推荐3个项目。

一是宝顶山南北宋街功能提升项目。该

项目位于大足石刻核心景区，是游客进出景
区必经之路。致力打造集“世界非遗+历史
文化+艺术创意”为特色的艺术小镇，营造购
物娱乐、网红打卡、餐饮美食、研学旅游等多
种消费业态。总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其
中部分已出租运营，拟招募优质运营商整体
运营。

二是龙中路特色商业街区项目。该项目
位于大足城区，毗邻宏声文化广场、新世纪商
业综合体，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腾退物业、小
区住宅、临街商业等，于 2023年完成配套设
施、街区环境升级，已引入运营华住会连锁酒
店、印象集市及文创、花艺等多业态特色商家，
位置优、人气旺，拟持续引入文博展示、小型演
艺、国风国潮、美食餐饮等品牌和商家入驻。

三是棠香田园综合体。该项目位于国家

4A级景区“棠香人家”，该地被誉为城市后花
园，是大足区重点打造的商文旅融合项目，已
具备特色餐饮、农家乐、教培文创基地等业
态，人气、商气集聚，项目占地面积约 72亩，
拟持续引入乡村集市、乡野民宿、休闲餐饮等
业态。

板块三：沉浸演绎

大足深挖大足石刻文化、五金文化、红色
文化，打造震撼人心的实景剧目、驻场演艺，
打造可共情、可沉浸、可互动的文旅产品。在
这里，游客不仅是观众，更是故事的参与者、
文化的传承者。重点推荐2个项目。

一是香国公园帝师楼、禅意天地。香国
公园帝师楼项目位于大足城区，系典型的宋

代楼阁建筑，建筑面积 2.3万平方米，紧邻香
国公园、昌州古城，年游客量超 100万人次。
禅意天地项目毗邻帝师楼，建筑面积约1.6万
平方米，兼具仿古建筑、都市休闲元素。拟在
该区域打造城市会馆小剧场、文创空间，推出
餐秀、川剧表演、剧本杀、定向探秘等形式多
样的新场景、新业态，诚邀文旅演艺投资运营
企业参与。

二是南北山人文走廊更新项目。项目位
于大足城区，北至北塔停车场，南达南山，全
长约 3000米。其中位于北山石刻周边的园
区文化艺术中心，房屋总面积 8763平方米，
含一个可容纳 700余的人的大型剧场，拟引
入沉浸演绎、实景演出、文博展出、酒店民宿
等业态，让游客驻足并带走独一无二的文化
记忆。

大足向全社会发布文旅投资机遇
涉及3大板块8个项目

舞剧《天下大足》全国巡演合肥站开演

“货通全球”五金产销对接活动
签约8200万元

共话市场采购贸易发展前景
大足区举办市场采购贸易发展形势研讨论坛

汇成渝资源 促产业腾飞
成渝新电商高质量发展资源对接交流活动举行

艺术名家参访大足石刻
盛赞千年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100余名文旅嘉宾考察大足石刻

“名家品石刻”讲座在安徽大学举行

演出现场。

文旅嘉宾实地考察大足石刻。

西子湾露营基地。（新渝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