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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是快餐，地方特色更非快消品。
近期，多地文旅宣传“怪相”频现：一些基

层干部或在田间地头忸怩作态，一边“公主
抱”一边互喂樱桃；或是赤膊上阵，在池子里
用温泉泡茶喝……对此，有人爱看，觉得这种
宣传“接地气”；有人反感，认为这是在“擦
边”，有庸俗、低俗之嫌。

何为“文旅”？“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是它
的真谛。应该看到，文化传承绝非流量生意，
地方形象不容媚俗消费，扮丑作秀的“土味营
销”不可能长久。

一

当前，文旅产业发展迅猛，市场竞争也日
趋白热化。文旅创新的“破圈”实验需要掌
声，但对失序的“内卷”，必须亮起“黄牌”。

靠“丑态”换热度，形象早晚会“塌方”。
部分地方文旅将“扮丑”当作推广密码，用肉
麻台词制造话题，以夸张动作吸引眼球，借低
俗剧情收割流量。

把传播当发展、将媚俗当创新、以流量代
口碑，不可否认，在短期内，这些做法的确可
以收割一波关注。但长期来看，这已然透支
了文旅的“里子”。受众记住的不是山水之
美、人文之韵，而是令人尴尬的“名场面”。

沉迷同质化套路，特色终将被“卷没”。
看别人靠“变装秀”“整花活”火了，就批量复
制“网红局长”；见某地“土味喊麦”上了热搜，
就立刻组建“干部天团”进行模仿……眼下，

一些同质化宣传套路有泛滥的趋势。
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始于模仿、陷于平

庸、终于淘汰的低水平复制行为，正在让一些
地方的文旅产业沦为毫无灵魂的“文化复印
机”。最后连游客都犯了迷糊：到底是来感受
地域特色，还是来看千城一面的“网红同款”？

丢了服务本质，文旅宣传搞反了主次。
某些地方文旅过度聚焦“干部出镜”，却忽略
了对文旅资源的深度挖掘，没能补齐当地文
旅环境短板，最终“流量”难以转化为“留量”。

不愿花时间打磨产品，只想靠“人设”快
速变现；把通俗曲解为庸俗、低俗，误以为这
样就能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些看似

“创新”、实则投机的做法，其本质就是一种价
值观错位。若放任其蔓延，只会把文旅产业
推入虚假繁荣的陷阱。

二

当然，也应看到地方文旅的努力。既要
理解他们身上“怕不跟风就掉队、怕不出新就
过气”的“创新焦虑症”，更要找准病灶、精准
开方。

流量崇拜下的价值迷失。在“流量为王”
的指挥棒下，仍有部分地方将文旅传播数据
等同于宣传实效，把文化厚度简化为数据热
度，把服务深度异化为表演强度，陷入“唯流
量论”误区。

这类考核机制催生出短视行为，倒逼运
营团队选择低门槛、强刺激的内容。但思维

上的急功近利，终将背离文化传播规律，让本
应是地方文化“放大镜”的文旅宣传，成了流
量焦虑的“哈哈镜”。

文化自信缺失的本领恐慌。一些地方明
明文旅资源丰富，却将厚重文脉削足适履地
塞进庸俗化、低俗化的视频脚本里；还有地方
的文旅资源尚未充分挖掘，却已经觉得自己
底气不足，不如直接照搬别人的套路。

文化不是“万能药方”，而是发展的底气；自
信不是自大，而是把老故事讲出新意思。一些
成功案例早已说明，当文旅宣传少些东施效颦，
多些守正创新，文化资源自会转化为发展动能。

创意匮乏导致的低质竞争。没有能力从
本地文化中提炼独特卖点，把低俗套路当作
流量捷径，将复制粘贴视为最优策略——同
质化宣传套路的泛滥，暴露的是想象力的匮
乏、创意营销的“贫血”。

文旅创意是一项需要专业打底、技术赋
能的系统工程。就像炒菜，离不开深谙食材
特性、刀工火候的好厨子。想让市场记住你，
得靠真本事把自家“特色菜”做精，而不是靠
抄袭别人的“菜单”搞低质竞争。

三

文旅宣传是地方文化的展示窗口，更是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具象投射。

地方文旅宣传要告别庸俗化、低俗化的
路径依赖，就得少些博出位的“秀下限”，多些
价值深耕的“慢火细煨”。

回归文化本真：从“流量快餐”转向“精神
硬菜”。文旅宣传的本质是文化价值的传递，
而非猎奇表演的秀场。地方文旅的核心竞争
力，藏在“人无我有”的文化基因里，体现在对
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上。

地方文旅不应只盯着文化符号的“形”，
更要解码它的内核，将地域文化转化为可共
鸣的情感符号。让文脉说话，让历史活起来，
守住文旅宣传的初心，方能避免“网红变网
黑”的尴尬。

锻造专业主义：以“真功夫”破解“伪创
新”。地方文旅宣传需要专业团队与科学规
划的助力。文史专家解码文化基因，非遗匠
人活化传承技艺，创意团队重构叙事逻辑
……环环相扣方成体系。

文旅竞争加剧，也考验地方治理智慧。
与其在流量泥潭里打滚，不如用科学研判代
替盲目跟风，用产业思维告别“土味作坊”。
同时，也应保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实现从
流量泡沫到文化沉淀的跨越。

构建长效生态：从“爆款狂欢”到“口碑沉
淀”。根治庸俗、低俗的文旅营销，离不开制
度的刚性约束。应进一步完善文旅宣传内容
的审核、推送机制，对畸形生态及时纠偏，锚
定正确的价值取向。

对受众来说，面对“土味营销”，也不妨多
一些理性判断，努力将文化认同转化为自觉
行动，以理性互动滋养健康生态。当我们以
虔敬之心触摸山河，山河自会回馈以文化的
重量。 据上游新闻

□ 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5月 5日，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今年
“五一”期间，我市紧扣“全域全季消费潮”
活动，通过政策撬动、市场驱动、多方联动，
带动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监测数据显
示，“五一”期间全市消费总额比去年同期
增长 6.5%。

活动热
特色主题点燃消费热情

“五一”期间，各区县借助资源联动、商文
旅体业态多跨联动、“首发经济”等，推出一系
列特色主题活动。

4月 29日晚，2025中国（重庆）国际消费
节在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启幕，五大主题展
馆同步亮相。

消费节带动观音桥商圈沿线经营主体销
售额超4.2亿元，观音桥商圈日均人流量超百
万，悦己红妆、智汇生活等展区人气居高不

下。其中悦己红妆展区汇集圣罗兰、兰蔻、娇
韵诗等品牌，单日最高销售额超40.3万元；智
汇生活展区汇集华为、VIVO、深蓝等品牌，单
日最高销售额超72.5万元。

荣昌区举办“卤鹅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
消费季”，以卤鹅为依托，推出包括美食、文
旅、非遗等元素的“N+1”多元“宠客套餐”，让
当地消费市场迎来历史性突破，假期实现零
售额20亿元，同比增长258%。

此外，渝中区策划“漫购、漫赏、漫品、漫
玩”促销活动；渝北区推出品质生活、时尚消
费、文旅融合系列主题活动，发布《渝北消费
地图》；沙坪坝区启动“爱尚重庆·跃动沙磁”
消费季，联动开展多场特色消费活动。

据统计，“五一”期间，全市共举办各类消
费促进活动近150场。

商圈热
五大商圈消费总额同比增长9.2%

“五一”期间，重庆各大商圈、商场频频出

“新”，推出力度空前的节日促销，商圈消费引
领全市消费热潮。

在两江新区光环购物公园，巨型透明艺
术装置《城市治愈计划》吸引大量年轻人驻
足。在国内首次展出的5件大型装置艺术作
品，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艺术体验，不少游客
说“这里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五一”期间，光环购物公园接待游客11
万人次，销售额480万元。

商场同步发力，比如江北区国金中心、渝
中区时代天街、龙湖金沙天街等精心布设美
陈，推出艺术主题展、IP首展、沉浸式市集等
消费场景；佛罗伦萨小镇、重百新世纪等发放
各类消费代金券，持续开展惠民促销；苏宁易
购解放碑总店紧扣“国补”政策，加大力度开
展家电、3C等超值优惠活动，带动消费市场
持续升温。

数据显示，“五一”期间，中心城区解放
碑、观音桥、杨家坪、南坪、三峡广场五大商圈
消费总额同比增长9.2%。

文旅餐饮热
带动消费市场“多点开花”

“五一”期间，全市旅游市场进一步释放
消费新动能，低空飞行、国潮华服、美食节等
特色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在龙兴通用机场，上海游客罗丽奇在体
验“云端瞰湖”专项航线后，兴奋地说：“原价
698元的低空观光项目，用消费券后直减200
元，高空俯瞰明月湖的感觉太震撼了！”据悉，
这个假期，城市空中跳伞和固定翼飞行体验
项目大受欢迎。

作为美食之都，“五一”假期，重庆的烟火
气也在麻辣鲜香中升腾。在位于江北大石坝
的“九村烤脑花”，广州游客陈先生说：“来重
庆前就听说烤脑花是‘黑暗料理’，尝了一口，
真香！”忙着翻烤架的店员告诉记者：“假期每
天能卖500多份，外地游客占七成。”

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全市餐饮行业营
业额同比增长7.7%。

对庸俗低俗的文旅宣传说“不”！

“五一”期间，重庆消费市场热度再攀升

同比增长6.5%背后的三大“热力源”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昨日记者获
悉，大足区作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重要
联结点，正积极推动与资阳等地的文旅融
合发展。通过共建川渝石窟寺遗址公园、
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石窟文物主题游径
等举措，大足与资阳共同提档“资足常乐”

“点石成金”等文旅品牌，致力于创建巴蜀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推动区域融合取得
新突破。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大足与资阳的合
作不断深化。两地共同开展南方石质文物防
风化、防水害及危岩体预防性保护等技术研
究，共建世界知名研究院。同时，聘请了全国
知名文物专家学者组建专家智库，为文物保
护利用提供智力支持。此外，还争取资金支

持用于文物保护，积极创建石窟寺国家遗址
公园。

目前，大足区坚持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
设，联动“一城、三山、四园”，突出“产城景、农
文旅”融合，做到“点上做靓、串珠成链、全面
提升”。通过加快培育大足石刻世界级旅游
景区，购票游客人数和门票收入均实现显著
增长。同时，大足区还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推动龙水湖游船购票人数翻番，旅游
业不断升级发展。

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大足区

还注重丰富“文旅＋”产业。通过加快推进石
羊农文旅示范区、大安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石刻（窟）文创园等园区建设，串联大足石刻、
安岳石窟等景区，打造“石刻＋”产业集群。
同时，一批重大文旅项目相继落地，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资足常乐”文旅品牌的打造上，大足
与资阳携手共进。两地共建巴蜀石窟文化旅
游走廊联盟、巴蜀世界遗产联盟，联合推出石
刻艺术文化旅游直通线、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及主题旅游商品。通过举办系列节会活动、

推出微电影和主题曲等方式，让“资足常乐”
文旅 IP深入人心。随着大足与资阳等地文
旅合作的不断深入，合作产生的经济效益也
日益显著。

下一步，大足区将继续深化与周边地
区的文旅合作，全力打造具有国际范、中
国味、巴蜀韵的国际文旅名城。力争 2025
全年接待游客 4200 万人次，过夜游客 110
万人次。全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 3.5%以上，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2.8%以上。

深化文旅合作 升级文旅品牌

大足资阳共建巴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5月4日至5日，在舞剧《天下
大足》全国巡演长沙站活动举行时，大足区文旅集团给观众
发放“宠粉”福利，现场赠送100张大足石刻景区纪念票，助
力长沙观众跟着舞剧游大足，免费畅游大足石刻景区。

按照规定，购买单张舞剧《天下大足》门票价格在
480元及以上的游客，可以用一张舞剧门票兑换一张大
足石刻景区纪念票，实行先到先得。每张纪念票包括宝
顶山石刻景区门票、北山石刻景区门票和景区内的摆渡
车交通票，使用期限为 2025年年内。成功兑换纪念票
后，观众非常惊喜，纷纷表示要使用好这项“宠粉”福利，
尽快去大足石刻景区参观游玩。

“我还没去过重庆大足呢，这下是非去不可了。”观众
李欣开心地说，满怀期待来看舞剧《天下大足》，拿着门票
就兑换到了一张大足石刻景区门票，非常意外和开心，也
非常期待能够到大足去打卡。

观众陈为华是一名导游，已经多次参观过大足石刻
景区，这次兑换到了两张景区门票，他依然觉得很兴奋，
为大足举办这场暖心活动点赞，“这种互动活动非常有意
义，我今年肯定会再去一趟大足的。”

舞剧《天下大足》全国巡演长沙站“宠粉”福利多

100张大足石刻景区纪念票免费送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这个“五一”假期，长沙观众
与重庆市大足区结缘，观看了到长沙巡演的渝派舞剧《天
下大足》。舞美、意境美、主题好，众多长沙观众直呼“非常
享受”，不仅给出正面评价，并且乐意积极向身边人推荐。

观众胡珂称赞，舞剧整体的舞美带给她一种很震撼
的感觉，道具多种多样，使用恰到好处，特别是落石、镜面
等道具的运用，“蛮稀奇的”。她认为，这部剧的视觉效
果、听觉效果都非常“带感”，演员们的舞台表现力很惊
人，自己被他们的动作带动了感情，虽坐在观众席上但能
真正沉浸于其中。

观众刘碧娇表示，舞剧《天下大足》所展示的重庆大
足人的工匠精神特别令人感动。舞剧有几个篇章，从小
满到无常，工匠们在经历挫折后依然奋起，在恶劣的环境
下依然坚持去做这样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因此她很想
马上去大足，看看大足石刻到底会带给她何种惊喜。她
赞叹说，不仅舞剧精彩，现场展出的大足石雕作品也非常
漂亮。看剧之后再看这些石雕，感觉到每一件作品都有
它的历史沉淀，在这么多年之后，还有工匠继续从事这项
工作，从一刀一刻都能感受到工匠精神的传承。

观众卜卜女士说，舞剧《天下大足》非常精彩，值得推
荐，“演出团队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他们不愧是专业的
舞蹈演员，从头到脚都显现出深厚的舞蹈功底，每个细节
都把握得很好。”

观众戚先生10年前在重庆看过大足石刻，这次得知
舞剧《天下大足》来长沙上演，专程赶来观看第一场，与大
足石刻“再续前缘”。看完舞剧后，他心情愉悦、直呼满
意。熟知大足石刻的他评价，这部剧给他的总体感受是

“非常感动”。让他为之动容的地方很多，首要的就是本
剧的核心主题“人间小满，天下大足”。他赞同说，一个社
会就是由无数的普通老百姓组成的，只要每个人过好自
己的日子，最后就会实现天下大足。

“值得推荐，我觉得很好看。”观众小何说，剧中男主
角小福去救石匠们的场面特别打动人，演员们的舞蹈技
艺很出色，每个人的表现都很强，特别要夸赞一下扮演

“师娘”的朱瑾慧小姐姐。她赞叹，不光演员给力，这部剧
的音乐也很生动很好听，很契合剧情和时代面貌；灯光效
果突出，营造出唯美意境，其中使用了镜面道具，是其它
舞剧没有使用过的，十分满意这一创新之举。

长沙观众热情点赞舞剧《天下大足》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5月1日晚，“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第五届大足石刻华服周”暨“青春大足·石刻绽放”
华服音乐会在大足区昌州古城举行，100多名川渝两地
的华服爱好者施展才艺，以华服和音乐诠释宣传大足石
刻文化。

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龙东阁，大足区政协主席廖文
丽，区委副书记罗晓春，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桦，副区
长尹道勇、孟怀勇，双桥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覃伦富出席活动。

第五届大足石刻华服周活动由共青团重庆市委、共
青团四川省委、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委、大足区委、大足区
政府主办。川渝两地的青年人着华服、来大足，以短视
频、旅拍视频、图片等方式，展示巴蜀人文自然景观和华
服交融的独特魅力，多样化诠释大足石刻价值。

当天晚上7点半，华服爱好者联袂登台，举行华裳祈
福典，祈愿天下大足、福满天下，就此拉开音乐会序幕。

罗晓春欢迎青年华服爱好者踊跃参加活动。他说，
青春是最亮丽的底色，青年们应该为身处伟大的祖国、伟
大的时代，担负伟大的使命，感到无上的荣光；文化是最
深沉的力量，大足石刻文化博大精深，从中可以看到文化
的流淌、人性的光芒、政德的力量，希望青年们传播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热爱是最强大的动力，希望青年们热爱
祖国、热爱事业、热爱生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磅
礴力量。

华服音乐会节目丰富多彩，华服爱好者活灵活现扮
演大足石刻养鸡女、吹笛女、书生、四大天王等经典造像
人物，吹响大足石刻弓笛，配合RAP进行T台走秀，合着
国风歌曲节拍跳动国潮舞蹈，演奏乐器朗诵大足主题诗
歌，多种形式让大足石刻文化“活”起来，给观众带来了一
场视听音乐盛宴。

第五届大足石刻华服周
华服音乐会举行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特约通
讯员 曾蕊 文/图）近日，在大足城区大渡
河畔，1200株美人蕉、鸢尾、旱伞草等水生
植物，通过漂浮盆栽模式“落户”160米长
的河道，构建起一座座“会呼吸”的“水上绿
岛”，为河道生态修复注入新活力。

在大渡河栽植现场，连片的漂浮盆栽
随水波轻轻晃动，植物根系透过盆栽底部
深入河床淤泥，叶片在阳光下舒展摇曳。
园林工人们正有序固定浮床，确保美人蕉、
鸢尾等挺水植物与后续将补种的睡莲等浮
叶植物形成立体生态群落。

“这些植物通过根系吸收水中的氮、磷
等富营养物质，减少藻类过度繁殖；叶片吸
附悬浮物与重金属离子，提升水体透明度；
微生物在根系表面形成生物膜，分解有机
污染物，从而构建完整的水生生态系统，实
现水质净化与城市景观的双重优化。”大足
区园林管理所副所长梁鹤说。

现场技术人员介绍，预计两个月后，这
里将呈现“水下根系成网、水面花叶连片”
的景观，水体透明度可提升 30%以上。大
渡河的试点仅是大足区水环境治理的“开
篇”。今年启动的濑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项目，将针对 5条河流实施总长 35公
里的全流域治理。

据大足区生态环境局项目办负责人李

明松介绍，此次治理将采取岸上与水上协同
推进的方式进行。岸上开展污水管网建设，
构建生态缓冲带与生态拦截沟系统，水中栽

植水生植物群落，并配套建设生态步道等设
施，通过多维度治理手段提升流域水环境质
量，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生态廊道。

大足：

“水上绿岛”为河道
生态修复注入活力

园林工人们正在河道栽种水生植物盆栽。

（上接1版）
欧盟领导人表示，过去 50年，中国实现历史上最快

的持续经济增长。欧盟和中国建立起广泛联系，成为彼
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为双方人民福祉和经济发展繁荣
作出贡献。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
下，欧盟愿同中国深化伙伴关系，加强交往合作，维护联
合国宪章宗旨原则，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促进世界和平、
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科斯塔、冯德莱恩互致贺
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定位，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建设性、互惠性、
全球性，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欧盟领导人表示，过去 50年欧中关系不断深化拓
展。欧盟愿同中国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
战，维护多边主义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