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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綦河边，绿树掩映下的一

方方雕塑、题刻伴随左右，让人触摸这

个城市的文化风骨，而在河对岸，一幅

幅浮雕串联起出綦江的历史长卷。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IP，也是城市

最好的底色。

“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特别过

瘾。”年初的綦江春晚火热上演，这也

是该区首次成为重庆市春节联欢晚会

的分会场，市民饱赏文化盛宴，连呼精

彩过瘾。

以“文化强区”为引领，綦江区每

年举办特色群众文艺活动及大型文艺

演出20余场次；完成区级层面送文化

服务进街镇80场次、街镇送文化服务

进村（居）1200余场次，区图书馆与每

个街镇图书馆“两层三级”通借通还一

卡通系统。图书馆来馆阅览读者达

68560人次。綦江在2016年建成近40

个电影固定放映点基础上，新建20个

室内固定放映厅，首次获得全市惠民

电影工作年度优秀组织奖。

城市因为有千姿百态的文化，才

有了过去与未来的精彩对话。城市是

文化的积淀、文化的载体、文化的舞

台。

2018年，綦江市民期待已久的体

育文化中心全面对外开放，成为广大

群众日常健身休闲的重要场所，也是

綦江城市新地标。按照国家级标准设

计的全封闭式恒温游泳馆正式投用，

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第四届水下曲

棍球中国杯先后在此举办。重庆老瀛

山国际越野挑战赛在綦江国家地质公

园老瀛山景区激情开跑，吸引来自国

内外1000余名越野跑选手和跑步爱好

者报名参赛。

此前，第二届中国梦主题歌曲（渝

南黔北）青年歌手大赛总决赛在綦江

横山唱响，为参赛选手提供了高规格

的演绎舞台，也拓展着渝南黔北文化

交流的领域。一首首中国梦主题新创

歌曲响起，一度引起近万名观众大合

唱，嘹亮的歌声响彻夜空。“心情很激

动，这样的场面我还没有见过，虽然有

的歌没有听过，但激情的旋律也让我

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重庆市民卢遥

带着孩子来此避暑，这几天她每天都

到场看比赛，一场不落。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活力的

“钢筋水泥森林”，是没人情的“几何体

荒漠”。綦江把文化元素注入到城市

开发之中。传綦世界文旅城涵盖文

化、娱乐、餐饮、零售、亲子等全方位业

态，将成为綦江乃至周边地区群众文

化休闲、购物娱乐新的目的地；在綦江

恒大世纪梦幻城项目中，深入和文化

部门对接联系，充分设计布局了社区

文化场所和文体设施；在传统街区升

级中，也将大量注入地方特色文化元

素。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一个城市

的独特滋养。立足于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底蕴，文化已成为市民的常态生

活，文化气质正融入城市的每个角落，

綦江的“文化+”之路打开了巨大的想

象和提升空间，一川碧水蜿蜒顾盼中，

渝南门户的文化故事仍在延续。

綦江 因势利导打造文化升级版

“行到蜀南
欲尽头，江边深
处隐扁舟。”在
行走到綦江的
明代大才子杨
慎的眼中，悠悠
綦河濯濯涟漪，
一艘小船停泊
在水中，构成一
幅恬静闲适的
画面。

千百年来，
这一泓碧水浸
润卓尔风华，滋
养 人 文 锦 绣 。
历经岁月，蜿蜒
顾盼的綦河载
着綦江的千年
文脉，驶入崭新
的时代。

古剑山艺术村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说

过：“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

难以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

心的竞争优势”。綦江得天独厚的自

然生态文化旅游资源，让这样的优势

更加凸显。

在綦江，一个“无中生有”的经

典案例正展现勃勃生机。几年前，上

厂村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村庄，村

民们都过着平静的生活，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现在这里却是另外的模

样，星罗棋布的艺术家工作室点缀山

间，现代艺术与乡土气息融为一体。

随着众多艺术家的到来，上厂村已渐

渐被另一个名称替代，那就是古剑山

艺术村。该艺术村由政府免费提供

土地供艺术家自行设计并修建专属

工作室。这些工作室是艺术家的家，

是艺术展览馆，是创作基地教学场

所，还是一个个风格各异的乡村酒

店。綦江人的创新思维，让这里像变

魔法一样，建出一个影响广泛的艺术

村，给了那些原本与这里毫不相关的

艺术家、游客前来的理由，从而成为

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和旅游名片，也

成为文化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

案例。

一场“枯木逢春”的好戏也正在

綦江上演。近日，励志创业电影《绽

放吧天使》在该区三江街道开机，而

主要的取景地居然是曾经的破厂

区。这里曾是红火的国营企业，后来

因为市场条件的变化失去了生机，一

片片厂房在岁月中封存下来，建筑上

爬满了绿色植物，当年的火车铁路、

站台，当年的黑板报、墙报标语，青年

文明岗亭、标牌等元素都保存完好。

綦江人的智慧火花在这里体现得淋

漓尽致，在文化的视野下，将这些时

代的印记转变为不可多得的影视资

源，打造为重庆市为数不多的工业主

题影视剧拍摄基地。真实的工业场

景和浓厚的年代感，让这里成为一个

个剧组制片眼中的香饽饽。目前，实

景拍摄完成的有《钢魂》《我的孩子我

的家》《追踪》《幸福照像馆》《同路人》

《恍如少年时》《十七岁的轻骑兵》等

影视作品。这里已成为綦江首个工

业主题文化公园景区。

一个“起死回生”的故事让綦江

人津津乐道。像所有的区县文艺院

团一样，成立于1953年的原重庆綦

江川剧团，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陷入困境。从1991年到2011年，经

历了持续20年的“人去楼空”，全团

没有一场演出，每月人均只发250元

“

留守工资”。痛定思痛，綦江大刀阔

斧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于2015年底

将其彻底转企改制为渝南文化公

司。改革激发出强大的活力。短短

几年间，渝南文化公司就获得了3个

国家级奖项，占领了区内演出市场

95%的份额，成为全市基层公共文化

演出服务的主力军，还抢占了贵州、

四川、云南等省份演艺市场部分份

额，每年演出场次超过280台，固定

资产增长了10倍达近3000万元，员

工工资也超原来20倍。2016年受文

化部指派，赴马来西亚、新加坡成功

开展文化交流，这是重庆市区县级专

业文艺院团首次代表国家赴国外进

行文化交流并负责整台演出。

像这样的綦江故事，还有很

多。“不待扬鞭自奋蹄”，綦江文化产

业正高频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向深厚

底蕴要文化生产力。

綦江区近300家文体企业，形成

产业联盟，整合资源，抱团发展。文

化惠民消费季，掀起文化消费热潮。

一大批积文化项目落地，协议引资达

到近7亿元。露营基地、运动公园、

钓鱼基地、漂流基地、休闲小镇等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发展崛起前景

广阔。全国台联海峡两岸（重庆）青

少年体育交流基地落户綦江。

綦江农民版画产业稳步发展，

获得人社部全国第二届“中国创翼”

创业创新大赛农民工专项总决赛企

业组二等奖；版画风系列衍生产品日

臻成熟，风靡市场；“永城吹打”打造

符合市场审美特色节目10个，获得

人社部全国第二届“中国创翼”创业

创新大赛农民工专项总决赛团队组

二等奖。

不在传统优势上睡大觉，甩掉

深厚底蕴带来的优越感，綦江文化创

意产业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举，正

加速转变为文化生产力，为高质量发

展添柴加火。

点石成金 文化之力加速产业之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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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从国家文化部传来

消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綦江区永城镇村民刘道荣成功

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实现了该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零的突破。而此前，綦江区市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达到11人。

经过两年的艰辛奋战和努力，綦

江文化工作者对綦江民歌进行了普

查，积极开展专项田野调查和抢救，

按照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条件进

行重新分类和整理，一部饱含心血的

《綦江民间歌曲集》正式定版，为綦江

地方文化宝库留下了珍贵的视频资

料。评书《秦良玉》成功入选第十届

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入围

新人奖、文学奖；版画作品《龙舞人

欢》入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

终评候选作品前四强；90万字的《永

城吹打乐》荣获第七届重庆艺术奖，

100万字文学作品《綦江历代文学作

品选》系统梳理綦江历史文脉。

文脉的传承系于青少年。一批

地方非遗普及教材编印出版，为綦江

非遗传承留下熊熊火种。永城吹打

艺术团参加了市内外数十场演出，入

选第二届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

合展演；各中小学持续利用美术课、

第二课堂开展农民版画传承，取得良

好效果，30余个校园传承基地在南州

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三江街

道文化中心、永乐学校、石壕中学等

单位获批第三批市级非遗传承教育

基地。

文化在发扬中壮大。綦江利用

农民版画名片加强文化交流，一幅幅

构图明快、色彩艳丽、具有浓郁的民

族民间风情和生活气息的作品漂洋

过海，在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意

大利等10多个国家和香港地区参展

参赛；600多幅佳作被国家博物馆及

个人收藏；一批批海外华裔青少年走

进綦江，开展“中国寻根之旅”。

鸣动钟鼎 地方特色文化灿烂生辉1

丰神俊骨 活力迸发点亮城市精彩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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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9月7日《重庆日报》

山水綦城 摄／陈宗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