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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两地，文脉绵长；巴山蜀水，风光

无限。

近年来，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

划》等相继出台，以文旅走廊为抓手，唱好

文旅“双城记”，是使命所在、责任所系，更

是机遇所在、未来所唤。梁平为此积极作

为，利用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功能平台，

加强川渝东北边际地区文旅协作，全面融

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不断凝聚协同

发展的强大合力。

以项目为基 塑文旅品牌

梁平的梦溪湉园民宿、垫江的飞茑集

民宿、开江的藕花深处民宿⋯⋯近年来，

梁平以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为重

要契机，以创建百里竹海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为载体，联动长寿、垫江、邻水、达川、大

竹、开江等川渝毗邻区县，大力发展民宿

产业，明月山主题民宿达 100 余家，民宿

床位达 2000 余张，初步形成了明月山精

品民宿群，共同唱响“东有莫干山，西有明

月山”品牌。

走进百里竹海旅游度假区，不同特色、

各具风情的民宿供你挑选。涵盖了房车酒

店、集装箱酒店、小木屋等多种特色民宿的

星空露营房车基地，以道路文化主题为内

核的梁山驿，集民宿文化广场、民宿度假旅

店、乡村美食餐馆等于一体的老鹰窝·墨林

竹院⋯⋯梁平以建设“北斗七星”、打造“百

里星宿”为目标，借助好生态、好环境，依托

蝶海、观音洞、明月汇、寿海、猎神湖、千年

黄桷树群等景点，先后打造了 7 个民宿群

落，犹如北斗七星般散落于百里竹海景区，

闪耀夺目。

同 时 ，利 用 百 里 竹 海·猎 神 景 区 的

26处闲置农房，川渝联合打造三条集旅游接

待、休闲观光、餐饮住宿、旅游产品展销、非

遗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商业街巷——猎

神三巷，再现川渝东北“三巷六坊九大碗”

民俗风情。

“民宿群是梁平文旅项目建设的重

要板块之一。”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围绕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梁平还加快实施百里竹海旅游接待中

心、滑石古寨、观音洞等精品景区配套

设施项目。

特别是在巴蜀非遗文化产业园项目建

设中，我区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巴蜀水情

馆、三峡竹博园相继建成，都梁大剧院、都

梁新经济产业园建设加快推进。

“都梁大剧院还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2024年文旅重点项目，目前已进入收尾

阶段，预计2025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区文

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后将是集

大剧院与非遗展览于一体的文化艺术综合

体、市民公共文化艺术活动中心，成为梁平

文旅新地标。

以活动赋能 促融合发展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欣赏梁山灯戏，节

目很有地方特色，音乐与唱腔的配合相得

益彰，表演形式也十分新颖，我很喜欢。”四

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市民覃洪彪说。

去年 10 月，2024 川渝联动濒危剧种

（梁山灯戏）公益巡演活动的首场演出在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古街启动，梁

山灯戏剧团先后走进达川的景区、学校、

市民广场进行公益巡演，《刻舟求剑》《卖

驴》《三个和尚》《智送情报》《夜钓》等梁

山灯戏经典剧目亮相舞台，颇受当地市

民喜爱。

明月山麓，文脉相连，文旅深融。近

年来，梁平强化活动赋能、区域联动，携

手川渝毗邻七区县，以明月山生态旅游

文化节为统领，共同举办明月山川渝毗

邻乡镇红色之旅暨乡村音乐节、“共建明

月山·奋进新达川”明月山系优秀非遗

展、2023 年“大三峡·大巴山”川渝毗邻

地区“波力杯”羽毛球邀请赛等节会赛

事，组织区内代表性商贸企业参加明月

山大型消费促进活动，发布“明月好货”

清单，以及开展川渝跨区域馆际工作交

流会、文艺展示展播展演、少年儿童爱心

接力服务等各种活动，进一步深化文旅

商体交流合作，互融共促。

为擦亮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文旅名

片，明月山七区县按照“资源共享、线路互

推、信息互通、品牌共塑、游客互送、利益共

赢、合力推进”的发展思路，不断完善长效

合作机制，共同签署《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

带文旅合作共建协议》，成立明月山文化旅

游联盟、明月山公共图书馆联盟等，整合好

资源，共建“朋友圈”。

“我区联合相关区县发布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徽标 LOGO，共同推出一批精

品主题旅游线路和文旅惠民政策，23 家 A

级旅游景区实施门票减免或打折优惠，并

组建星级酒店联盟，川渝毗邻七区县户籍

居民享受指定酒店协议价折扣优惠政策，

以节庆驱动、市场拉动，带动游客数量稳步

增长。”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近 3 年来，全区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4480 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90 余

亿元。

“2024 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第五年，也是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的第五年。”区文化旅游委负责人表示，梁

平将踩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节拍”，与明月山绿

色发展示范带及渝东北毗邻区县进一步

构建合作联动机制、推出文旅惠民举措、

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文旅协同发展走

深走实。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郎兴花）

2025 年 2 月 2 日是第 29 个世界湿地日。

近日，区林业局、区科协、区科技局、区公

安局、区司法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在双桂

湖国家湿地公园联合开展 2025 年世界湿

地日宣传活动，提升公众湿地保护意识，

促进湿地生态健康发展。

此次活动以“保护湿地 共筑未来”

为主题。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

幅、发放宣传资料、摆放展板等形式，深入

浅出地向过往市民宣传湿地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介绍湿地生态价值和维护湿地生

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群众携手

保护湿地资源。

“哇，好多鸟啊。”“快看快看，那有黑

白灰三个颜色的是什么鸟？”在观鸟实践

活动中，近 40 名家长和孩子在专业人员

的指导下，使用望远镜观察湖面上的鸟类

活动轨迹，了解鸟类知识，提高对湿地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领略湿地城市的独

特魅力。

“这个观鸟活动很有趣，让我看到了绿

头鸭、鸬鹚、斑嘴鸭等各种鸟类。所以，今

后我要更加爱护环境，不乱丢垃圾，共同守

护绿色家园。”小朋友郑清月说。

近年来，梁平采取原生态、近自然

的修复方式，实施 10 余项生态工程，保

留湖周林团群落，保护曲美岸线，设置

无人区，营建野生动植物生境，生物多

样性得到大幅提升。现湖区水质稳定

在Ⅲ类，高等维管植物增至 623 种，脊

椎 动 物 达 到 284 种 ，其 中 鸟 类 有 214

种，包括青头潜鸭、中华秋沙鸭在内的

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 28 种。

接下来，区湿地保护发展中心将健

全协作机制，推进湿地系统保护、整体

保护和协同保护,处理好自然恢复和人

工修复的关系，通过强化宣传引导，培

养公众行动自觉，共同营造“新和富美”

梁平印象。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周 旋）近日，记者走进安

胜镇高峰村建业柑橘园，郁郁葱葱的东方红糖橘树上硕

果累累，成熟的果实就像一盏盏小红灯笼，点缀在果树

间，醒目喜庆，惹人喜爱。

在红绿相间的果树丛中，不少采摘的市民，一边挑

选柑橘，一边用手机拍摄丰收美景，分外热闹。为了方

便采摘，该果园负责人丁超业对果树全部进行矮化处

理，采摘时果子触手可及，特别方便。不仅如此，他还全

部采用农家肥给果树施肥，既绿色环保，又提高了糖橘

的含糖量。

东方红糖橘是杂柑品种，果实紧密，皮薄而脆，容易

剥皮，吃起来浓甜无酸味，肉质脆嫩化渣，糖度一般在

12.5％左右，有的糖度可达15％。

“目前，园内的东方红糖橘迎来盛摘期，欢迎大家来

采摘。”丁超业说，接下来，他还准备引进新的柑橘品种，

并完善果园的灌溉系统，让柑橘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好。

据了解，丁超业在安胜镇高峰村流转土地89亩，种植有

东方红糖橘、爱媛、耙耙柑、丑柑、沃柑等，分批成熟，采摘时

间持续至今年5月。多年来，丁超业创新种植方法，增加土

壤的有机质含量，提

升柑橘品质，不仅改

善了土壤，柑橘产量

和品质也明显提高。

安胜镇

“红果”喜丰收

近日，安胜镇高峰村，果园负责人在采摘柑橘。

时令果蔬

采摘地推荐

本报讯 （记者 高 柔）近日，2024 年重庆市中小

学“书香校园”名单公布，我区桂香小学、实验小学凭借在

推广阅读文化、培养学生阅读习惯等方面显著成就，被评

为“市级书香校园”。

据了解，为营造浓厚的书香校园氛围，桂香小学陆续

打造了校园书屋、班级读书角、家庭阅读区。目前校园书

屋共 3 个，藏书约 30 万册，其中，两个校园书屋对学生免

费开放，每个班级每周会在书屋上一堂阅读课。同时，学

校指导各班设立班级读书角，鼓励学生每天带一本自己

喜欢的书籍，放在班级读书角，课余时间大家一起阅读、

分享、交流，提高孩子们的自主阅读性。此外，学校还通

过家长会鼓励大家建设家庭阅读区，共同为孩子营造良

好的阅读环境。

近年来，区实验小学高度重视书香校园建设。通过

健全“桂香书院”“阅读广场”“校史文化墙”等基础设施；

开展“书香教师”“书香少年”“书香班级”“书香家庭”等评

选活动；推进“经典诵读”“海量阅读”“每日晨读”等工作，

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做强南园阅读品牌，努力实现“人

人有好书，人人读好书”的阅读启智育人模式。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秉持‘书香育人’

的理念，持续推动书香校园建设，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

阅读资源的同时，丰富阅读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加强师生

间的阅读成果交流，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区教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

2024年重庆市中小学“书香校园”
名单公布

梁平两所学校上榜

本报讯 （记者 高 柔）近日，移动梁平分公司创

新推出“梁平非遗视频彩铃”服务,此举不仅丰富了用户

的视频彩铃选择，更为传承和弘扬地方特色文化开辟了

新路径。

梁平木版年画，作为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地域特

色的非遗瑰宝，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粗犷、野俗、浑

厚凝重的风格，展现出重庆山区农民的淳朴敦厚气质。

为了更好地弘扬非遗文化，移动梁平分公司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将梁平木版年画的经典元素融入视频彩铃

中。用户只需下载咪咕音乐 APP 或小程序搜索“咪咕彩

媒”进入视频彩铃版块，搜索“重庆木版年画”，即可选择

心仪的视频彩铃进行设置。这些视频彩铃不仅展示了梁

平木版年画的精美图案和制作工艺，还通过生动的 AI 视

频形式，讲述了年画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寓意，让用户在通

话等待的短暂时间里，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截至目前，梁平木版年画曝光量达到 1.25 亿次。用

户还可通过AI新花式对梁平木版年画进行设置，过有AI

的中国年。同时，中国移动咪咕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图焕

新”融合智创彩铃，通过创新的 AI 算法，用户仅需上传一

张照片，就能瞬间穿越到梁平木版年画视频中，变身主

角，畅游一次文化传承之旅。

“梁平非遗视频彩铃”
创新来袭

唱好文旅“双城记” 推动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谭 燕

梁平多单位联合开展2025年世界湿地日宣传活动

提升湿地保护意识 促进生态健康发展

▲航拍下的百里竹海旅游度

假区一角。（资料图片）

记者 向成国 摄

▶2024 年 8 月 29 日，双桂湖

国家湿地公园，外媒记者在采风，

欣赏湿地风光。（资料图片）

记者 向成国 摄

近日，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学生们在观察鸟类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