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川渝两地把振兴川剧作

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打造川剧

节、川剧汇演两大文化品牌。”主题推介

中，四川省文联主席、省川剧院院长陈智

林公布了第六届川剧节暨四川省第二届

川剧汇演的“成绩单”。

陈智林说，今年，川渝两地联合主办

了第六届川剧节暨四川省第二届川剧汇

演。与以往相比，活动呈现出 4个特点。

首先是全链条统筹策划，首次整

合川剧节和川剧汇演两大品牌，策划

推出七大板块 13 项活动，打造各有侧

重、特色鲜明的全链条活动矩阵。

其次是全覆盖动员参与，首次面

向所有国有川剧院团（单位）、民营川

剧院团（剧社）、专业院校，川渝共有 27

个院团（单位）创排展演 33 部、42 场川

剧精品。

三是多维度传播展示，首次推出

《中国有川剧》系列微纪录片、微短视

频、“2024 川剧抖起来”等新媒体推广

活动，多形式、多角度展示川剧精品、

讲述川剧故事。

四是大平台集中推介，首次与中

央媒体深度联动，展演剧目在《人民日

报》、学习强国等媒体平台直播，线上

线下已超 3000 万人次观演。

活动还同期开展了首届中小学生

戏曲传承展演、第七届青年川剧演员比

赛、“艺绘川剧”主题美术书法作品展等

活动，营造了川剧资源“大汇集”、行业

“大练兵”、创演“大提升”的浓厚氛围。

“更可喜的是，在活动期间，《川剧保

护传承条例》正式生效，《四川省振兴川

剧五年行动方案》出台实施，既是激活行

业发展的创新举措，也是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的具体行动，为川剧振兴发展提供

了坚实保障。”陈智林感慨，川剧正焕发

出新的时代光彩，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川剧振兴大有希望。他表示，振兴川剧的

根本在川渝两地，推动川剧振兴是人民

期盼，是时代召唤。未来全体川渝同仁将

把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担当好，把川剧事

业守护好、发展好。 渊周尤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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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共建新时代文化高地再升级

发布重大成果 签署合作协议 搭建交流平台

重大发布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渊川渝段冤院
遴选文化标识 144 个

系统实施 5 大工程

“自 2021 年 12 月党中央启动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来，重庆、四川两

省市高度重视，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领

战督战，高位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川渝段）建设。”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但彦铮表示，两省市始终秉持共谋共

促、共建共享理念，围绕规划编制、项目

策划、文旅融合、宣传推广等方面下功

夫、做文章，全力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跨区域合作共建样板，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川渝段）建设结出累累硕果。

在深化基础研究方面，共同梳理文

化旅游资源取得新进展。据悉，两省市系

统梳理了长江川渝段文化脉络，遴选文

化标识 144 个。此外还开展了川渝地区

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编制《川渝地区宋元

山城体系研究》，完成《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研究》等课题报告

28个。为摸清长江文物底数，两省市实施

了长江文物资源专项调查，核实不可移

动文物 9.1 万处，可移动文物 179.1 万件

（套），核实川渝旅游资源 26.1 万处，其中

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 4728 个，入选中国

首批特品级旅游资源67项。

在加快规划编制方面，共同构建长

江文化保护新格局。但彦铮介绍，重庆

编制形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

建设保护规划（送审稿）》，着力构建“一

轴两廊三区四片”空间格局；四川编制

形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

保护规划（送审稿）》，全面构建“一干三

区六江”空间格局。此外，川渝两省市分

别印发实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

护实施方案》，系统实施保护传承、研究

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五

大工程。

在强化项目驱动方面，共同打造标

志性成果取得新成效。川渝分别建立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一本账”，系

统实施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皮洛考

古遗址公园等标志性工程，扎实推进白

帝城大遗址保护、都江堰文化遗产保护

等重点项目。签订《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

公园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成立川渝石窟

保护研究中心，完成石窟寺考古调查 146

处，采集龛窟图版及数据近 4500个。

在优化产品供给方面，共同提振文

旅消费注入新活力。近年来，两地协同打

造的“世界山水都市”“壮美长江三峡”

“熊猫家园”“天府之国”等文旅名片深入

人心。截至目前，两地建成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 29 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8 家，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13家。开展文化旅

游惠民消费季等系列文旅活动 1000 余

项，举办营业性演出 13.2万场次。

在加强宣传推广方面，共同塑造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品牌新形象。两地联合

开展“文化中国看巴蜀”等系列采风报

道，实施“川渝好风光———巴蜀文旅新

发现”全媒体行动，推出实景演艺《重

庆·1949》、舞剧《苏东坡》等精品佳作。

全面提升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川渝段）

知名度和影响力。

“下一步，重庆将持续在规划编制、

文化保护、文旅融合、品牌塑造等方面

加强川渝交流合作，一体化推进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川渝段）建设，加快形成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标志性成果，为长

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贡献川渝力量。”

但彦铮表示。

近日，川渝共建新时代
文化高地暨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推进会在成都召开。来
自重庆和四川两地相关部
门的负责同志现场发布了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成
果、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川
渝段）建设成果、川渝共建
新时代文化高地行动计划，
川渝共建新时代文化高地
的行动再次升级。

此外，在推进会上，川
渝两地政府、单位和企业还
围绕川渝共建新时代文化
高地、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及产业发展签署合作协
议，以促进两地文旅交流和
发展，早日建成具有中国特
色鲜明、时代气象浓郁、巴
蜀风格凸显、引领作用突出
的新时代文化高地。

广武长城雄关漫道，气势磅礴；老牛

湾长城烽火墩台，矗立山巅；李二口长城

沧桑巍峨，宛如游龙……山西是中国长

城分布的重要地区之一，自打造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提上日程以来，山西段建设

也步入快车道。当前，山西正分阶段推进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6 个核心展示园建设

工作，带动 13 条集中展示带、20 个特色

展示点、20 个文旅融合区和 95 个传统

利用区建设，构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

文化遗产保护廊道和文化旅游带。

山西长城遗存主要分布在大同、朔

州、忻州、阳泉等 8 市 39 县（市尧区），形成

了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近年来，各地全

面贯彻落实各项部署，以山西明长城为主

线，逐步串联起了沿线各类长城文物和文

化、自然生态资源点，全面展示山西长城

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生态价值。

登上旧广武古城墙，极目远眺，广武

长城屹立群山之巅，讲述着历史沧桑。长

城脚下，旧广武村的村民穿行城内，守望

着远处的长城。雁门关北侧的翠薇山山

头上，广武长城国家文化主题公园几个

大字十分醒目。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6 个核心展

示园之一，广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在推

进建设，建成之后，将会成为当地“一核一

园一带一路”规划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极

高的军事科学研究和旅游观赏价值。

“闭上眼睛，古战场杀伐的惊心动魄

场面立刻涌现，不愧为历来兵家必争之

地！”领略过广武长城的雄奇秀美后，山

东游客于高伟发出赞叹。

近年来，山阴县大手笔规划文旅融

合发展蓝图，兴建环长城主题公园、滑雪

场，打造集旅游、滑雪、山地运动、文化康

养于一体的旅游圈。“我们滑雪场下一步

将投资建设滑草、高尔夫练习场、山地徒

步、攀岩、滑翔伞等新项目，打造文旅产

业新高地。”在广武长城国际滑雪场，总

经理吴涛信心满满。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文化繁荣

发展的重大工程。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山西段）建设的不断推进，生动讲述

长城故事、山西故事和中国故事的各类

载体也应运而生。

2023 年 6 月 19 日，位于大同市天

镇县李二口村的大同长城博物馆开馆。

该馆被文旅部遴选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重点项目之一，主要以大同境内现存历

代长城为主题，从历史人文、长城建筑、

民族交融、长城精神等方面，运用多媒

体、声光电、交互式等现代化手段，全方

位、多元素展示长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独特魅力。

近年来，天镇县积极做好长城保护

和文化价值发掘工作，依托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以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为纽

带，串联带动长城沿线的李二口、白羊

口、薛三墩等 10 多个行政村，依托“九烽

连珠”“小八达岭”“错长城”及大同长城

博物馆等景点，构建起一条长城农文旅

融合发展经济走廊。

“大同长城博物馆不仅是长城文化

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更是文化自信

的重要物质载体，能以自己的力量为长

城保护传承出一份力，我很自豪。”该博

物馆运营负责人蒋同勋语气铿锵。

从山海关离开大海后，万里长城不

辞千里奔赴，最终在九曲黄河入晋第一

县偏关，第一次与黄河“相会”。

2022 年，偏关县被列入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山西段）建设重点县。通过修缮

保护、文旅融合、业态升级、龙头引领，这

里已经形成长城旅游带、边塞风情旅游

目的地。

而今，慕名前来偏关的游客可以欣

赏到原汁原味的民歌二人台、踢鼓子秧

歌、九曲黄河阵等展示黄河文化、长城文

化的表演项目，还可以品尝到碗饦、羊

肉、油糕、小杂粮等地方美食。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取

得积极进展，为山西构建文化遗产保护廊

道和文化旅游带注入了持续动能。

在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 8 条以长城

为主题的国家级旅游线路中，山西多个长

城景点被纳入。今年10月，山西黄河、长

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其

中，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以“边塞古风、跨越

长城”为主题，串联起雁门关、悬空寺、应县

木塔等沿线50多个国家A级旅游景区。

青山如黛路如虹，驱车行驶在长城

一号旅游公路，宛如穿行在色彩斑斓的

景观廊道。红蓝相间的旅游大道以路引

景、串珠成链，游客不仅可以远眺长城的

雄伟，还能领略周边风土人情。

“长城、黄河把每一样饱含着地方特

色文化、悠久历史记忆的‘碎片’传承下

来，让今天的人们仍能从这些传说与演

艺中窥见历史的一隅，去看古代百姓们

的生活方式、娱乐活动，了解自己家乡的

文化内涵。”山西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

长赵军龙介绍，随着山西省不断推进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文化和旅游不断融合

发展，特别是长城、黄河文化遗址沿线发

展起了旅游产业、康养产业等，博物馆、

特色民宿等发展风生水起，形成了集休

闲旅游、特色民宿、农事体验、生态康养

于一体的特色旅游。

渊张馨冤

行走万里长城，看山西古塞雄关绽新颜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川渝段建设成果

姻两省市系统梳理了长江川
渝段文化脉络，遴选文化标识
144个

姻开展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
程研究，编制《川渝地区宋元山城
体系研究》，完成课题报告 28个

姻实施长江文物资源专项调
查，核实不可移动文物 9.1 万处，
可移动文物 179.1 万件（套），核
实川渝旅游资源 26.1 万处

姻签订《川渝石窟寺国家遗
址公园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完成
石窟寺考古调查 146 处，采集龛
窟图版及数据近 4500个

姻两地建成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 29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8
家、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13 家，
开展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等系列
文旅活动 1000 余项、举办营业
性演出 13.2 万场次

重大发布
川渝共建新时代文化高地行动计划发布

力争 5 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

鲜明、时代气象浓郁、巴蜀风格凸显、引

领作用突出的新时代文化高地

川渝两地山水相依、文脉相通、人文

相亲。推进会上，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管洪发布了川渝共建新时代文化高

地行动计划。据悉，该行动计划主要包括

11 个方面，力争用 5 年左右时间，初步建

成具有中国特色鲜明、时代气象浓郁、巴

蜀风格凸显、引领作用突出的新时代文

化高地。11个方面分别是：社科理论研究

联合攻关行动、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

记”行动、川渝红色资源联合保护行动、

川渝博物馆协同发展行动、川渝蜀道考

古及综合研究行动、川渝石窟寺保护利

用行动、川渝影视“携手登峰”行动、振兴

川剧行动、川渝民间文艺版权合作行动、

共建川渝国际传播矩阵行动、川渝文旅

高质量发展行动。

其中，社科理论研究联合攻关行

动，将共同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

释，加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

究，打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高地。

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行动，通

过建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闻宣传

共建共享共推工作机制，聚焦“一极一

源、两中心两地”，定期策划主题宣传、

信息发布，协同开展网上网下舆论引

导，营造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川渝新

篇章的良好氛围。

川渝红色资源联合保护行动，通过

建立红色资源管理协同机制，共推长征

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将帅故里、

三线建设等红色游径，实施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川渝段）建设、抗战大后方遗址

整体保护展示等重点项目，打造“川渝

红 青春行”思政大课堂，擦亮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巴蜀印记。

川渝博物馆协同发展行动，通过建

立川渝博物馆展览协作机制，轮办“5·

18 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活动，联

合推出巴蜀文化系列精品展览，开展

“川渝博物馆暑期研学季”推介等活动，

共同提升川渝博物馆传播力影响力。

川渝影视“携手登峰”行动，通过联

合打造西南影视一站式服务品牌，吸引

国内外头部影视创拍主体落地川渝，每

年推出 1 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影视精

品，共创推动影视高质量发展的活动平

台，持续办好成渝影视发展大会，共建

全国影视精品创作生产高地。

振兴川剧行动，通过加强各川剧河

道流派保护传承，加大川渝两地院团

（校）交流合作，共同打造川剧“出圈”精

品，培养川剧名角，擦亮川剧节、川剧汇

演等品牌，常态化推动川剧“走出去”，

打造地方戏曲传承发展新标杆。

川渝文旅高质量发展行动，通过深

化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推动川渝国

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协同发展，共创国家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携手打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培育全

国文旅高质量发展活跃增长极和强劲

动力源。

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景区遥
特约摄影 瞿波/视觉重庆

11个行动
共建新时代文化高地

社科理论研究联合攻关行动
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行动
川渝红色资源联合保护行动
川渝博物馆协同发展行动

川渝蜀道考古及综合研究行动
川渝石窟寺保护利用行动
川渝影视“携手登峰”行动

振兴川剧行动
川渝民间文艺版权合作行动
共建川渝国际传播矩阵行动
川渝文旅高质量发展行动

主题推介
第六届川剧节吸引超 3000 万人次

奉节县白帝城遥 渊奉节县委宣传部供图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