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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勇 赵宇飞 张海磊

今年“五一”假期，重庆、四川文旅复苏势
头格外亮眼——接待游客较2019年同期分别
增长17.9%、27.3%，成为经济发展回升向好的
生动写照。

川渝文旅市场强势复苏的背后，既有经济
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的大势所趋，更得益
于两省市打破行政壁垒，携手推进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和品牌联合营销，加
快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让巴蜀文化释
放出独特魅力。

新活力
携手让巴蜀文化遗产“活起来”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商周有领玉璧、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西汉“御史大夫倪
宽”子母玉印……5月17日，川渝博物馆联盟
在重庆举行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上，一
大批珍贵文物惊艳亮相。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川渝多家
文博单位联合举办“金玉良缘”川渝馆藏精品
玉器及金银器展、“巴山蜀水”川渝博物馆文创
展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展示巴蜀文化紧密相
连、相互促进的文明气象，加强考古成果和历
史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

古老的巴蜀大地，拥有三星堆、金沙遗址、
大足石刻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如今，川渝
正携手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让陈列在巴蜀
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冉华
章介绍，在考古调查研究方面，川渝已联合召
开钓鱼城遗址宋元建筑考古学术研讨会等学
术会议数十场，联合完成“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部分考古发掘，
已启动涪江流域考古调查工作。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三星堆遗址祭
祀区已入选‘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川渝联手打造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
园。”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戴允康说，目前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四川段进展顺利，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四川段纳入全国重点
建设区，正在合作编制建设规划和建设方案。

在川渝携手推动下，巴蜀文化遗产正展现出新的活力。
以石窟寺文物为例，川渝已建立联合保护机制，大足石刻景区推

出8K球幕电影，让游客沉浸在360度全景声画面中体验石刻艺术，
安岳卧佛院打造集石刻文化与自然生态景观为一体的休闲度假旅游
景区，两地正共促文旅消费提档升级，联合开发、推介旅游线路等。

“五一”假期，来自深圳的陈女士和朋友们组队，先乘飞机到重
庆，再租车开启了为期三天的川渝石刻之旅。他们在重庆参观完大
足石刻后，继续开车到四川资阳市探访安岳石刻。

“这条川渝石窟石刻艺术主题游精品路线正好满足我们的需求，
两地石刻一脉相承、各具特色，集中看完后感觉更连贯、更震撼，对游
客而言更有吸引力。”陈女士说。

新品牌
联合营销塑造“流量担当”

从4月29日到5月20日期间，成都宽窄巷子和重庆洪崖洞携手
推出数字徽章送祝福活动，采用交互数字藏品引领游客沉浸式享受
都市旅游，游客可凭徽章享受两家景区内部分展览的门票优惠。

川渝正结合消费新趋势，创新开展文旅品牌联合营销。由川渝
地标性景区成都宽窄巷子和重庆洪崖洞组成的“宽洪大量”组合，在
品牌联播、市场营销、产品互推、游客导流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宽洪大量”已成为巴蜀文旅“流量担当”。今年春节期间，洪崖
洞景区接待游客93.6万人次，比2019年春节增长36%；宽窄巷子接
待游客105.26万人次，比2019年春节增长370%，双双创下开街以
来节假日最高接待量。

“我们在重庆洪崖洞看到成都宽窄巷子、春熙路等景点的宣传，
决定领略过重庆的‘立体’和‘魔幻’之后，再去感受成都的精致与闲
适。”来自北京的游客陈冲告诉记者，川渝地缘相亲、民俗相通，成都
和重庆又保持着鲜明个性，这正是成渝吸引外地游客的魅力。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秦定波介绍，川渝已联合
推出“安逸四川·大美重庆”文旅品牌，成立西南区域文化和旅游消费
城市群推进联盟。川渝还策划推出“解放碑和春熙路”“点石（大足石
刻）成金（金沙遗址）”等创意主题宣传，相关重点景区已实现品牌共
推、游客互送。

同时，川渝联合开展“川渝一家亲景区惠民游”等双城互动营销，
两地280余家旅游景区携手开展“百万门票免费送”等优惠活动，合
作启动“百万职工游巴蜀”活动；联合参加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
会等，联合主办“澜湄世界遗产城市对话活动”，全方位宣传推介巴蜀
文化旅游资源。

新业态
联袂创新巴蜀文旅产品

近日，广西游客王爱华跟随旅游团领略了长江的多姿多彩——从
四川自贡顺江而下，感受自贡彩灯的绚丽、宜宾李庄古镇的文化底
蕴、重庆长嘉汇大景区的繁华，以及长江三峡的壮美……

“这条长江上游黄金水道主题游新线路，涵盖了长江上游文化资
源的精华，让游客更深切感受长江文化的独特魅力。”王爱华说。

长江上游黄金水道主题游涵盖川渝长江沿线20余个主要景区，
涉及自然、人文、都市等多种类型，是川渝合作推出的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十大主题游线路之一。

“十大主题游线路是川渝联合推出的文旅新产品，涵盖古遗址文
化主题游、世界自然遗产主题游、石窟石刻艺术文化主题游、红色旅
游主题游、民族风情主题游等特色产品。”秦定波说，其中既包括三星
堆遗址、金沙遗址、钓鱼城遗址等文化遗产，又包括九寨沟、南川金佛
山、武隆喀斯特等自然遗产，也包括邓小平故里、朱德故里等红色景
区，充分展现巴蜀大地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

结合当前消费新趋势，川渝正联袂创新文旅产品，拓展文旅新项
目、新业态、新体验。

据川渝文旅部门介绍，川渝已联合发布主题精品线路70余条；
联合承办第六届中国诗歌节、第十三届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第五届
川剧节等系列活动；组织川剧《江姐》、民族歌剧《尘埃落定》等精品剧
目在两地推广演出等。2022年两地举办近百场文化活动，线上线下
服务逾1000万人次。

联合开展产品创新，有效激发了巴蜀文旅发展活力。今年一季
度，四川省旅游消费金额1930.93亿元，同比增长8.81%；今年1至2
月，重庆市累计接待过夜游客1517.82万人次，同比增长77.9％。

川渝文旅部门负责人表示，川渝将进一步树牢“川渝一盘棋”思
维和“巴蜀一家亲”理念，深入探索文旅跨省协同发展新模式，更好地
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开展联合营销，力争让
文旅产业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融
合
发
展
彰
显
巴
蜀
文
化
独
特
魅
力

—
—

成
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
圈
文
旅
复
苏
观
察

本报讯 （记者 夏元）5月29日，
工信部发布的运行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1—4月我市软件产业实现软件业务收
入806.5亿元，同比增长16.5%，全市共
收储楼宇面积50余万平方米，使用38
万平方米，新增软件企业1500余家，新
增从业人员2万余人，累计达到28万余
人。

“培育和引进了一批软件产业知名
企业、知名产品，是今年以来我市软件产
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市经信委软件处负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7款“重庆造”产品
及项目入选了工信部优秀工业软件产
品、工业互联网App优秀解决方案、区

块链典型应用案例等，全市评选出2022
年度市级重点软件企业171家，市级优
秀软件产品131个，市级软件公共服务
平台5个。另外还签约引入禾赛科技、
东软睿驰等软件项目169个，落地腾讯
西南总部二期、科大讯飞AI+产业园等
项目61个，合同投资额超过500亿元。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市重点聚焦工
业软件、汽车软件、人工智能、卫星互联
网和开源社区这五大领域，征集了第3

批“揭榜挂帅”项目需求，累计收到推荐
项目91个。组织Unity中国、商汤科技
等一批知名软件企业与长安、赛力斯等
车企对接，并组织20余家工业软件企业
与30多家工业企业接洽。另外我市围
绕服务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征集“一链一
网一平台”、创新示范工厂、5G全连接工
厂等一揽子数字化转型项目，启动了重
点制造业企业智能制造咨询诊断评估等
工作。

在人才培育方面，市经信、人社部门
通过举办“满天星”行动计划专场招聘，
先后组织700余家软件企业走进高校开
展双选会，招聘企业与6000多名应届毕
业生达成了就业意向。我市还推动了高
校与重点软件企业建立人才培训“订单
班”，累计培训从业人员2.5万余人次。

市经信委表示，今年我市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总收入将力争实现3600亿元，
同比增长不低于20%。

今年前4月重庆软件业务收入逾8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5月 29
日，记者从巫山县委宣传部获悉，今年，
巫山县在我市率先试点建设“学习强国”
数字农家书屋，首批建成的下庄村数字
农家书屋成功入选第二届全民阅读大
会·最美农家书屋。

据介绍，下庄村农家书屋位于愚公
讲堂旁，占地面积200平方米，由下庄村
党支部书记毛相林的土墙老房子改建而

成。书屋内，电脑、阅览屏、Wi-Fi等数
字化设施一应俱全，藏书内容涵盖党政
法规、农业生产、科普知识、医疗健康等，
共计5000余册。

傍晚时分，村民们吃过晚饭，便三三
两两地来到书屋。“打开手机App，指尖
轻轻一划，就能查阅学习各类书籍，太方
便了。”柑橘种植大户刘恒保说。当前，

柑橘正进入夏季管理，他在农家书屋扫
描二维码后，很快便找到了疏果修枝等
农技专业书籍。

“我们会根据群众需求，定期补充更
新一定数量的图书资源，打造村民们喜
爱的‘文化粮仓’。”毛相林说。

以试点建设“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
屋为契机，村里大力推广电子图书阅读，

同步接入了数字农家书屋手机端、电脑
端、IPTV电视端“三端合一”的全媒体
传播矩阵，并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海
量化、多样化的学习资源融入实体农家
书屋建设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科技科
普、新闻资讯等进院坝、进农家。

接下来，巫山县还将在全县范围内
全面试点数字农家书屋建设。

数字设施一应俱全 藏书资源海量多样

巫山下庄数字书屋成村民“文化粮仓”

□本报记者 唐琴 郑三波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重庆消费品工
业的好消息不断传来。

5月14日，重庆数十家企业集体亮
相2023年“中国品牌日”活动；5月5日，
全国首届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峰会在
渝举行；5月5日，第二届中国（成渝）美
食工业博览会开幕。

消费品工业，一直是重庆的传统优
势产业，2022年，其产值站上5000亿级
台阶。然而，对比国内发达地区，重庆消
费品工业依然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培育发展本地消费品工业，是重庆打
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要抓手之一。抢
抓“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国家战略
机遇，重庆消费品工业该如何提档升级？

优品种
提升“创新力”

“涪陵榨菜，我最喜欢。”“冷酸灵牙
膏，好像是重庆的吧。”“周君记的火锅底
料，我们家买得多。”

这几天，记者通过街头随机采访发
现，不少重庆市民和外地游客，都对重庆
本地消费品牌耳熟能详。

截至2022年末，重庆规模以上消费
品工业企业超2100家，涵盖轻工、纺织、
食品、医药、烟草等五大工业门类。

重庆消费品工业从业者众多，品类
不少，但主要集中在日化用品、粮油加
工、休闲食品、烟酒、调味品、火锅底料
等传统行业，新兴领域的新兴品类明显
不足。

例如，当前，智能家居、智能家电、智
能终端等产品崛起，重庆虽有一些企业
涉足，但却不深入。又如，个护美妆迎来
新风口，重庆本可以依托生物医药产业
的科创优势，深挖细分市场，开辟新赛
道。但事实上，重庆在这方面乏善可陈。

新兴行业新兴品类对于促进消费有

重要作用。2019年，登康口腔顺应“国
潮风”，结合川渝火锅文化跨界营销推出
火锅牙膏，在年轻用户中掀起一股“火锅
味”潮流。随后，公司结合圈层用户的情
感需求，精心设计打造出二次元软萌治
愈风的猫爪牙刷，迅速成为爆品。

在重庆大学教授廖成林看来，行业
迭代速度太慢是造成重庆消费品工业新
兴领域产品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重庆
消费品工业的龙头企业，如登康口腔、涪
陵榨菜、天友乳业等，大多都是上个世纪
发展起来的老品牌，即使是江小白、上口
佳等相对年轻的企业，也都成立了10年
有余。最近几年，重庆消费品工业领域
几乎没有“黑马”。

“随着00后、Z世代的时代到来，重
庆企业应与时俱进，加快在新兴领域的
布局”，廖成林表示。

提品质
增强“竞争力”

喝饮料要看含糖量、买薯片要看是
不是非油炸、选饼干最关心卡路里。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前，消费市场正在悄
然发生变化。

一些重庆企业顺势而变，通过提升产

品品质，扩大市场份额。比如，2022年，
涪陵榨菜集团推出轻盐系列产品，减盐
30%。当年，涪陵榨菜营收创下新高，超
过25亿元，牢牢占据“榨菜一哥”的位置。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
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只有提升产
品品质，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重庆大学教授姚树洁坦言，重庆企业在
这方面有深刻体会。

例如，前几年，江小白凭借魔性的文
案、全新包装俘获大批年轻粉丝。不过
在产品品质的提升上，这家重庆企业仍
然步伐太慢。

为此，在新品“梅见”的开发上，江小
白不仅成立研究院对青梅品种进行研
培，还在广东、四川等地建立青梅种植基
地，对不同青梅产品进行口味研发，大幅
提升了产品品质。截至2022年底，“梅
见”累计销售额超25亿元。

“提升产品品质，企业应抓住健康
化、智能化、绿色化这几个关键点。”姚树
洁称。

以智能化为例，重庆玛格家居布局
智能化工厂，以智能化推动产品提档升
级，从而撬动新的消费市场。目前，这家
企业已推出3D云设计系统，实现消费者

房屋情况、造价预算、个人偏好等个性化
家居方案，利用VR等技术开发超前的沉
浸式场景体验，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

姚树洁认为，目前，在健康化、绿色
化方面，重庆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也还
不够快。“重庆企业在纸业、茶业、果业、
饮品业等领域均大有机会，市场也迫切需
要更多绿色生态的产品，重庆企业应把握
市场需求，狠力提升产品品质”，他表示。

做品牌
扩大“影响力”

小面是重庆最具辨识度的美食之
一。但重庆小面的规模化扩张之路，才
刚刚起步。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重庆工
业化小面预包装食品年营收还不到25
亿元。而同期，柳州袋装螺蛳粉销售收
入已经突破150亿元。

重庆小面的尴尬并非个别现象。数
据显示：2021年，重庆天友乳业实现营
业收入25.52亿元，光明乳业仅在上海
地区营收就高达79.65亿元；同年，江小
白营收突破30亿元，而五粮液、泸州老
窖营收分别约为662.09亿元、203.84亿
元。2022年，重庆登康口腔营收13.14
亿元，云南白药营收364.88亿元。

“当前重庆消费品品牌几乎都面临
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强、市场竞争力弱
的瓶颈。”姚树洁指出。

为扩大品牌影响力，如今，重庆啤酒
加速推进“大城市计划”，新增15个大城
市市场，加大在全国市场“攻城拔寨”的
力度。

“对于国际市场拓展的不足，也是造
成重庆消费品牌影响力偏弱的一个因
素。”姚树洁分析，目前重庆市场还没有
培育出可以媲美海尔、五粮液、蒙牛、联
想这样的国际品牌。

“重庆企业一定要抢抓RCEP新机
遇，充分利用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
等国际贸易‘大通道’，以‘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地区为重点进一步拓展境外消费
市场”，姚树洁表示，重庆需要打造出真
正属于自己的国际品牌，让重庆优品被
全世界看到。

产值迈上5000亿级台阶，但仍面临新兴品类偏少、品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

重庆消费品工业如何加快提档升级
重庆消费品工业调查（下）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在天友乳业生产车间全自动利乐冠灌装机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产品品质。（资
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
去年，山东帮助采购、销售重庆农畜

牧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18.8亿元。

推动区域协作上新台阶

今年4月，开州区南门镇莲池村刚
刚建成的鲁渝协作（寿光）蔬菜现代产业
园——南门科技示范园正式投产。

“第一批蔬菜总产量预计达 3万
斤。”技术员肖在军称，示范园迎来首次
丰收，标志着“寿光模式”在开州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他透露，“以前每亩地收
入约1.5万元，‘寿光模式’种植蔬菜每
亩地净增收5.5万元。”

在开州取得良好开局后，山东“寿光
模式”在奉节、秀山、永川等地逐步推
广，努力打造全国东西部产业协作“新标
杆”。

推动区域协作再上新台阶，山东与
重庆强化产业合作，坚持把共建产业园
区作为承载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
引导东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向园区
集中，完善园区招商引资、创业孵化、技
能培训、市场拓展等服务功能。

2022年，重庆积极承办中国农民丰
收节“强协作促振兴—社会帮扶在行动”
活动，现场签约鲁渝协作项目12个，投
资总额达78.37亿元。

“创新协作载体，将鲁渝协作招商范
围延伸至主城都市区。”市乡村振兴局相
关负责人称，利用东西部协作机制和“一
区两群”对口协同发展机制，我市打造

“鲁渝协作·工业互联网矩阵”，建设
12个智慧园区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成立
山东省重庆商会，实现鲁渝产业精准对
接。为鲁渝两地企业资源对接架起桥
梁。

2022年，全市新增落地投产山东
企业 77家，实际到位投资额 49.23 亿
元，5008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
就业。

如今，区域协作再上新台阶，鲁渝两
地接续开展“十万山东人游重庆”“陆上
三峡”直通车、百万主播助力鲁渝文旅协
作等品牌活动，共同培育出万州—汶上
芦花鸡、丰都—滕州马铃薯、酉阳—东营
大闸蟹、日照—黔江海通茧丝绸等一大
批鲁渝产业协作项目品牌，并持续发挥

辐射带动效应。

项目带动强化人才支撑

4月7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
渔业研究中心重庆首个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在酉阳县揭牌，推动桃花源高山大闸
蟹产业发展。

自2021年以来，山东省东营市在酉
阳县10个乡镇建成15个稻蟹综合种养
基地，发展起“东蟹西引、稻蟹共生”的生
态循环农业，同时建立“东营·酉阳稻蟹
产业人才工作站”，通过人才培育、科技
赋能、平台搭建等举措，为东西部协作产
业发展注入“智动力”。

“功以才成，业由技兴。”市乡村振兴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鲁渝两地加
强干部互派、人才互动，带动两地技术互
学、观念互通和作风互鉴；同时设立东西
部协作产业发展基金和人才发展基金，
促进人才交流。”累计募集产业发展资金
7210万元、人才发展资金1215万元，资
助产业和人才项目43个。”

2022年，城口县提出打造鲁渝协
作人才培育“升级版”，围绕养殖、种植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联合山
东省开设乡村振兴综合培训班，推行

“学习+见习+实习+就业”全链条服务，
全力打造“培训+就业”“培训+服务”

“培训+订单”一体化培训模式，全面提
高培训实效。

在万州区，山东省济宁市援派5名
科技特派员对接该区5个镇乡、6家企
业，实施“三峡茶香鸡产业化帮扶深加
工”科研项目；同时携手组织“百名科技
工作者走乡村”，在长滩镇、龙驹镇等地
分别建设生态渔博士工作站、山地芦花
鸡科技小院，搭建实验示范基地与技术
推广平台，让科技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
活水”。

与此同时，万州、济宁两地党校还在
14个区县中率先互送干部开展“政德教
育培训”和“三峡移民红色基因培训”，实
现千名干部互学互鉴。

2022年，山东向重庆选派挂职干部
57名、专业技术人才1063名，重庆向山
东选派挂职干部56名、专业技术人才
349名，培训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22520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