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42025年4月28日 星期一
责编 黄小倩 美编 阳晖要闻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4月25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联合
公布今年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期间全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7574.79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第一产业
实现增加值 321.78亿元，同比增长 2.2%；第二产业实现
增加值2496.63亿元，同比增长3.7%；第三产业实现增加
值4756.38亿元，同比增长4.8%。

市统计局表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持续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
显，生产需求稳中有升，消费投资持续恢复，就业物价总
体稳定，经济运行起步平稳，向好态势不断巩固。

“总体来看，随着各项宏观政策继续发力显效，一季
度全市经济延续向好态势，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市统计
局负责人表示，下阶段我市将继续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精神，立足做实“两大定位”、发挥

“三个作用”，持续放大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叠加优势，扩大内需、稳定预期、激
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2025年一季度重庆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7574.79亿元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通讯员 田益帆）日前，大足
区文化和旅游委发布公示，拟确定大足巴蜀雅楠景区为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公示称，根据国家标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
与评定》《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
景区自愿申报，按程序组织评定，重庆大足巴蜀雅楠景
区达到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标准，拟确定为国家AAA
级旅游景区。

大足巴蜀雅楠景区位于大足区高坪镇茨竹村，与四
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相连，开放游览面积45.9万平方米，拥
有川渝地区规模最大的野生成片金丝楠木林，树龄多在
百年以上，总数 5万余株。金丝楠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植
物，高大挺拔，极具观赏性。林内怪石嶙峋，形态万千。
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高坪镇通过修建步道，安放石桌
石凳，使得林内已具备游览条件。目前，巴蜀雅楠景区已
经打造出了“金蟾护子”“楠木听禅”“巴蜀之心”等景点
16处，初步构建出集观光探险、森林康养、休闲避暑、亲
子研学为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

去年以来，巴蜀雅楠景区旅游接待能力有了大幅提
升，不仅景区旅游公路、旅游厕所、停车场、农家乐、民宿
先后建成，景区游客接待中心也在去年年底投用，游客在
这里不仅能歇脚休息、咨询景点信息，还能在二楼高坪镇
特产市场购买高坪楠密蜂蜜、蜂蜜精酿啤酒、三百傻蛋土
货等优质农产品。

大足巴蜀雅楠景区
获评3A级景区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4月 25日，渝
派舞剧《天下大足》全国巡演走进福建省厦
门市，重庆市大足区在厦门举行“跟着舞剧
游大足”——大足文旅及产业推介会，推介
大足优质文旅资源和大足投资发展机会。

大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虹代表大
足欢迎福建游客去大足旅行，诚邀福建旅
行商去大足拓展业务。她表示，期待与厦
门的各界同仁携手，推动资源共享、客源互
送、品牌共建，让“鹭岛风情”与“足韵神采”

在深度融合中激荡新质活力，共同书写文
旅融合、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到重庆更尽兴，来大足更幸福。”大
足文旅及旅游线路推介官杨力介绍，大足
依托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重庆西湖”龙水湖等优越的资源禀赋，着
力构建“日月辉映、繁星闪烁”的文旅融合
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具有国际范、中国
味、巴蜀韵的国际文旅名城。近年来大足
人气高涨，日渐成为现象级的旅游目的

地，入选 2024年全国市辖区旅游综合实力
百强区。

大足区产业推介官陶然介绍，大足区
位交通便捷，地处成渝中线的黄金分割点
上，随着成渝中线高铁在大足画出“微笑曲
线”并设置大足石刻站，“15分钟重庆，半小
时成都，6小时厦门”将变为现实。大足产
业基础雄厚，拥有双桥经开区、大足高新
区、海棠新城开发区、大足石刻景区、龙水
湖度假区、大安农业园区等 6个产业发展平

台。在要素保障方面，大足条件突出，拥有
15万产业工人，水电气价格较沿海城市相
比节省 37%以上。当前，大足正致力于构
建“近悦远来”的一流营商环境，坚持

“1224”服务理念，把企业家当自己人、把企
业的事当自己的事，为企业帮办“墙内事”、
包办“墙外事”。

现场还举行了厦门、大足两地旅游商合
作签约仪式。厦门醉美全景国旅、泉州中港
国旅两家旅游公司分别与大足文旅集团签
约合作，共同开发大足旅游市场，合作输送
游客到大足旅游。“对于跟大足合作，我们公
司很有信心。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就会送
一大批游客去重庆大足旅游，体验当地安逸
生活，感受‘大丰大足’的独特魅力。”泉州中
港国旅相关负责人刘鑫说道。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4月25日至26
日，渝派舞剧《天下大足》全国巡演走进福建
省厦门市，在闽南大戏院连续演出三场。该
剧用舞蹈艺术演绎大足石刻文化，带领厦门
观众了解大足石刻的建造史和文化内涵，领
略坚韧不拔的川渝民风。

大足石刻是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大足石刻
规模庞大，有 5 万余尊石刻造像，蕴含着

“慈、善、孝、义、廉”的文化内涵。为实现对
大足石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大
足区委、大足区人民政府、人民网股份有限
公司联手历时两年，以《只此青绿》主创团队
为班底，打造出舞剧《天下大足》。

这部舞剧聚焦开凿大足石刻的石雕匠
人群体，通过他们的视角，用 100分钟的时
长浓缩讲述 400 余年的大足石刻开凿历
史。全剧共有 10个篇章，既有热辣辣的大
足石刻开凿过程，体现重庆男儿的阳刚力量
感、师徒恩情和肝胆相照的兄弟情谊；也有
暖融融的烟火人间，以及万千小家庭的幸福

美满和唯美的田园生活。
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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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古朴而美观，生动再
现唐宋美学神韵。舞台场景犹如一幅幅国
画，让游客以往对大足石刻的浪漫想象得到
了具象化呈现。观看本剧后，厦门观众反响
热烈，称赞舞美、灯光、音乐、舞技让他们眼
前一亮。剧中生动刻画的爱情、友情、亲情、
师徒情，以及不畏艰难、敢于创造奇迹的魄
力，都引起强烈共鸣，很多人热泪盈眶。

在戏院大厅，跟随舞剧《天下大足》一同
来到厦门的还有“集美大足”展览和“大足文
创快闪店”。“集美大足”展览宝贝多、看点
多，展出大足石刻主题绘画、摄影和雕刻作
品近 200件，让观众能够近距离直观感受大
足石刻的精美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其中展
出的 20多件石雕作品，由当代一流的大足
石雕匠人施展国家级非遗“大足石雕技艺”
而创作，是对大足石刻牧牛图、吹笛女、千手
观音等经典造像的等比例复刻。上架了数
十种大足文创产品的“大足文创快闪店”人
气爆棚，观众兴致勃勃地购买与舞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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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剧《天下大足》在福建厦门演出

“鹭岛风情”与“足韵神采”激荡新质活力
大足文旅及产业推介会在厦门举行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特约通讯员 曾蕊）4
月 26日，西班牙众议院第一书记、巴塞罗那市前副市长
吉拉尔多・皮萨雷洛一行17人访问重庆，专程前往大足
石刻，深度体验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代表团
成员多来自西班牙执政联盟，包括多位重要市长。

抵达大足后，代表团首先参观了大足石刻数字影院，
观看了 8K球幕电影。影片通过先进的杜比全景声技术
和8K高分辨率球幕，生动再现了大足石刻的千年历史与
艺术精髓，让代表团成员身临其境，对大足石刻有了直观
而震撼的初步印象，纷纷为影片效果和石刻艺术点赞。

随后，代表团前往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崖壁上精美
绝伦的石刻造像让代表团成员惊叹不已，大家紧跟讲解
员的步伐，沿着佛湾徐徐前行，不时驻足凝视，对中国古代
工匠的精湛技艺和大足深厚的文化内涵连连发出赞叹。

此外，代表团还参观了大足石刻博物馆。馆内丰富
的文物藏品、详实的历史资料，系统展示了大足石刻的历
史渊源、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帮助代表团成员进一步了
解大足石刻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在
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卡斯蒂亚拉曼查自治区克里普塔纳市市长圣地亚
哥·拉萨罗说：“毫无疑问，我是非常喜欢和享受这段旅程
的，大足这个地方不仅风景优美，还有令人惊叹的大足石
刻。这次访问非常有意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
我来说很重要。”

西班牙代表团参观大足石刻

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4月 25日，市安委会、市防
减救灾委2025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结束后，大足区
赓即召开区安委会、区防减救灾委 2025年第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

大足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雷科，区政府副区
长杨爱民出席会议。区安委会、防减救灾委成员单位以
及区应急局、各镇街、重点企业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今年一季度全区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救
灾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了二季度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消防
火灾等重点工作。有关部门围绕重点领域工作进行发言。

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全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
较大挑战的严峻形势，集中精力防控重点领域，进一步树
牢底线意识，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坚决遏制事故易发多
发态势，确保实现事故总量再压减、较大以上事故“零”发
生的目标。要按照“三个一批”原则，进一步强化事故突
发多发的重点行业领域排查整治，落实专项行动，切实推
动重大隐患动态清零。要进一步靠前谋划部署，围绕“不
死人、少伤人、少损失，杜绝群死群伤责任事件”的工作目
标，按照“防巨灾、防极端”的要求，扣紧“统、防、救”责任
链条，稳步推进统筹安排，全力夯实防治基础，持续强化
救灾效能。

会议强调，五一假期临近，群众出行、旅游和各类节
庆、促销展览活动频繁，各相关单位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
领域实际，动态研判安全风险，明确责任、细化方案、分解
任务，严格落实节日值班值守，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各项工
作，确保节日假期安全形势平稳可控。

坚决遏制事故易发多发态势
确保安全形势平稳可控
大足区安委会、区防减救灾委2025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 欧柚希）4月26
日晚，一场名为“缦乐会”的古琴专场雅集在
大足石刻观堂学术报告厅举行。大足石刻
守护人、古琴艺术家巫娜同 7名缦学堂学员
为前来聆听的古琴爱好者们演奏古琴，让现
场听众们沉浸于古琴所营造的悠远意境之
中，寻得一处心灵的栖息之所。

大足石刻观堂学术报告厅内，灯光柔和
而温馨，舞台布置古朴典雅，一张古琴摆放
台中。在古琴美妙的音色回响中，听众们静
静聆听，迅速被带入到那充满诗意与禅意的
世界。从《梅花三弄》中清冷疏朗的梅花意

象，到《雨霖铃》中凄婉缠绵的离别之情，每
一次拨弦、每一声琴韵，都诠释着弹奏者对
古琴音乐的理解与感悟，让听众在琴声中感
受到心灵的洗礼与文化的共鸣。

据悉，缦学堂由著名古琴艺术家巫娜创
办于 2016年，自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古琴
艺术的普及与传承，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教
学模式，吸引了全球数千名古琴爱好者加入
其中。作为缦学堂“薪火计划训练营·春”的
重点活动之一，此次“缦乐会”不仅为学员们
提供了展示学习成果的平台，更进一步推动
了古琴艺术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4月27日，参加缦学堂“薪火计划训练营·春”的140名古琴爱好者，走进大足石刻景区，深
入了解了以“慈善孝义廉”为核心的大足石刻文化。 新渝报记者 何美林 实习生 曾亦嘉 摄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当古琴与古色
古香的大足石刻相遇，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
反应？4月 27日 17时，一场名为“一音具足
一切音”的“音声共响音乐会”在大足石刻景
区宝顶山大佛湾举行。从重庆走出的古琴演
奏家巫娜灵感迸发、即兴创作，用一架古琴与
古朴的千年石刻对话，演奏历史底色、石像回
音、人生感悟，与知音以琴诉心曲，共赏好山
色，并且接受邀约，担任“大足石刻守护人”。

当天 17时许，斜阳照射大佛湾，庄重典
雅。巫娜弹起铮铮响的古琴，全场听众静静
凝神倾听，不少人闭上眼睛跟随琴音在头脑
中展开畅想。

琴音描述世界、言说心声。巫娜弹奏的
琴声转瞬多变，或是舒缓似水流，仿佛在大足
石刻景区信步漫游，时光变得缓慢；或是节奏
逐渐加快，恰如游客慧眼识珠，与“一语惊醒
梦中人”的石刻产生共鸣，被充满生活智慧的

箴言打动；或是急切如旋风，似乎是在大足石
刻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半身卧佛、世界上最大
的千手观音而激动万分、心跳加速。在半个
多小时的时间里，巫娜以娴熟高超的琴技和
澎湃的创作激情，即兴演奏古琴，给现场听众
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音乐盛宴。

大足区是巫娜开启走进全国名胜古迹演
奏之旅的第一站。能够在重庆唯一的世界文
化大足石刻景区表演，巫娜说，她是从重庆走

出去的，很小就离开了重庆，但是重庆是她的
故乡、她的根。至今她已经踏足世界上很多不
同的国家，见识到了很多不同的世界级的历史
文化遗迹，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回
到家乡这样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用琴
音去共振、去对话，巫娜直言“很神奇，很幸运。”

大足区政协主席廖文丽，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杨桦，大足区政协副主席罗道书出席
音乐会。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4月25日至26
日，舞剧《天下大足》在福建省厦门市连续演
出三场，受到厦门观众热捧。唯美的意境、
感人的故事、入心的精神、精湛的舞技、动听
的乐曲，都给观众留下了美好印象。众多观
众不吝给出赞美之词，称赞舞剧十分精彩，
值得大力推荐。

观众王莲娇在厦门从事家居设计工作，
她格外关注舞台场景设计。“太有意境了，每
个舞台场景都和剧情有机结合，好像一幅幅

国画。”王莲娇说，舞台可以用漂亮来形容，
演员们的表演十分出彩，整部剧“很赞”。因
为这部剧，她知道了大足，决定找机会到重
庆实地看看大足石刻。

“感觉十分优美，处处都美。”看完舞剧，
观众高瑞意犹未尽，给这部剧打出高分。她
说，大足石刻开凿不易，众多工匠接力完成
这个人类的瑰宝，而舞剧对这段光辉历史进
行了艺术化再现，从现实中来，又对现实进
行提炼，效果非常好。

观众郑媛元曾经在重庆上大学，已经参观
过大足石刻。对这部舞剧，她赞不绝口。“我是
坐在前排的，整个观剧过程是沉浸式的体验，
好像自己就是舞台演员中的一部分。主演张
翰的表现力和控制力特别强，整个表演非常感
人，我会跟朋友推荐的。”郑媛元说，看了这部
剧，自己对大足石刻又有了新的理解，以后会找
机会到重庆故地重游，再去品读大足石刻文化。

“《天下大足》非常不错，值得向身边的
朋友推荐。”观众刘宗鑫坦言，自己走进戏院

时，并没有抱有太高期望，结果这部剧的演
出效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比他想象的要精
彩许多。他称赞，服装、道具都很美，呈现出
了唐风宋韵美学；男女主演的表演特别到
位，尤其是细节上的处理令他感到震撼。“整
部剧很精彩，值得大家来看一看。”他说。

观众黄辰芮是一名小学生，整个观剧过
程对他而言新奇而奇妙。“我感受到了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工匠们真了不起。”他说，
通过这部剧，他不光知道了大足，还认识了
雕塑艺术，对大足石刻的雕刻过程十分感兴
趣，今后会实地去大足参观，再对大足的石
雕艺术做深入了解。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4月27日，大足区双路街道举办“舞动双路 欢庆五一”广场舞
大赛。来自双路街道各社区舞蹈队及文艺爱好者的十余支队伍同台竞技，为观众献上了一场
精彩演出。 新渝报记者 罗冠骁 摄

新渝报讯（记者 冯叶飞）宋风汉服漫游
世界遗产、非遗火龙点燃昌州夜色、湖畔飞
盘奏响青春乐章……4月 25日，记者从大足
区文旅委获悉，随着五一、端午假期临近，大
足区以“五一端午·乐游大足”为主题，精心
策划三大文化体验活动，深度融合石刻文
化、民俗非遗与时尚元素，打造覆盖全时段、
全龄层的假日消费矩阵。

作为重头戏的“宝顶华服”主题活动，将
在大足石刻宝顶山全景铺开。游客可身着
定制宋制汉服，沿千年古道沉浸式探访石刻
艺术，参与古风妆造体验、游客装扮成“观
音”在大足石刻景区打卡拍摄短视频；以“宋
代生活”为主题，品尝美食、讲解饮食文化。

入夜后的“昌州夜宴”将点亮文旅新业
态。5月 1至 5日国家级非遗中敖火龙穿梭
古城，结合铁水金花特效，打造“龙浴佛光”
景观；5月2至4日晚香国公园妙善湖将展开
别开生面的夜光龙舟竞渡；荷棠夜市还有龙
虾啤酒节汇集川渝特色美食。据运营方透
露，夜间消费动线特别设计光影互动装置，

打造“打卡-观演-夜游-美食”闭环体验。
瞄准年轻客群的“西湖时光”青春板块

落地龙水湖度假区，5月1至31日，推出环湖
漫游活动，湖畔草坪开展趣味运动会、高校
飞盘联赛、“校园之春”音乐会，端午龙舟赛
等，期间还将组织舞龙舞狮、川剧变脸等民
俗表演，展现地方特色文化；展出以龙水湖
为主题的书画摄影作品，展现龙水湖的自然
风光和人文景观。

除三大核心板块外，雍溪里古镇启动包
粽子大赛，同时还有以川剧文化为主的展
演，配套开展歌舞、杂技、小品等表演；隆平
五彩田园景区推出星空篝火晚会、摸虾插秧
体验等农耕主题项目。全区多家景区联动
实行门票打折优惠，重点酒店推出“住宿+餐
饮+体验”组合套餐。

大足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
对宝顶山、北山石刻等景区开展特种设备专
项排查，协调增设临时停车位，组建文明旅
游志愿服务队，确保实现“安全游”“品质游”

“暖心游”目标。

漫游世界遗产、点燃昌州夜色、湖畔音乐奏响……

五一端午 乐游大足

古琴演奏家巫娜在大足石刻景区即兴创作

携琴赴约 古琴悠远
古琴专场雅集在大足区举行

厦门观众热情点赞舞剧《天下大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