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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
个新的历史高度。

渝中区深植巴渝文化、革命文化、红岩精神
等，把握时代主题、时代价值繁荣文艺创作，推出
了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精心创排

《雾重庆》《盼归》《红梅传书》等精品力作，《绝对
考验》《川江号子》《城门几丈高》等多部舞台艺
术、纪录片、文艺精品荣获国家级大奖。

作为重庆文化发源地和红岩精神原乡，渝中
区努力留住古巴渝、老山城“根”和“源”，深化红
色经典的“现代表达”和革命精神的“时代诠释”，
精心保护文物遗址、历史建筑和文化生态。加快
推进“红色三岩”建设，深入实施老鼓楼衙署遗
址、七牌坊碑林等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建成开放

重庆金融历史博物馆、重庆地名博物馆等优质文
博场馆。“红色三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获评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聚兴诚银行旧
址修缮、“枇杷山书院”文物活化利用等项目荣获
全市文物保护优质工程等7项大奖，中法学校旧
址陈列展获得全市十大优秀展览。

同时，渝中区坚持把“人文渝中”建设融入城
市气质、街巷肌理、百姓生活，有力地推进文化旅
游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建成了一批“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复兴片区，山城巷、戴家
巷、三层马路等风貌区、老街区重现“天上的街市”

“老山城的生活”繁荣景象，贰厂文创公园入选国
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十八梯入选全国非遗和旅
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诗”与“远方”、“家乡”实现
了更好的联结，城市更有质感、温度和人情味。

渝中是重庆“母城”和主城核心。历史积淀、山水灵动、人文荟萃，成就了这一方繁华
地、一城好时光。

渝中是历史名城。“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一百年解放碑”。清晰地保留了重庆
三次建都、四次筑城的历史文脉，积淀了巴渝文化、革命文化、红岩精神等，孕育了重庆的

“根”和“源”。
渝中是山水之地。“天成形胜地，一石两江环。”享有“8D魔幻城”之美誉，宛如一幅世界

级山水画卷，在长江与嘉陵江的拥抱之中展现独特魅力。
渝中是时尚之都。人文故旧间，转眼就是时尚繁华。在云端行云流水，乘列车开往春天。

渝中区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用“群众视
角”“生活视角”，加速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和旅
游公共服务协同提升，构建起“近悦远来”主客
共享的服务之城，既服务好本地居民又服务好
广大游客。

渝中区就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要素的融
合展开了深入尝试和探索，持续完善“10分钟
公共文化服务圈”，把文化服务“搬进”景区街
区，新建提升文图两馆总分馆，打造演艺空间、
文化驿站、城市书房等新型文化空间。抗建
堂、拾楼、原气喜剧等入选重庆市演艺新空间，
觉庐“小黄楼”、枇杷山书院、曾家岩书院等特
色文化空间成为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阅读休

闲场所。渝中还精心培育了“母城文化沙龙”
“城墙故事会”“解放碑周末音乐会”等服务品
牌，推出音乐会、评书、戏曲等文化服务。

近年来，重庆被称为“最宠游客的城市”，大
量游客前来渝中休闲旅游观光，要求城市旅游
公共服务要更高品质、更精细化。渝中区坚持

“主客共享、近悦远来”发展理念，挖掘“山水城
桥”禀赋优势，加快推动“两江四岸”城市夜景提
升，全域贯通“一带六横十六纵”山城步道系统，
提质升级城市阳台、超高层观景台，开行索道、
扶梯、轮渡、两江游、夜景夜游专线巴士等山城
特色交通。渝中区不断提升旅游管理服务、智
慧旅游服务和志愿者服务水平，优化布局城市

候机楼、集散中心、游客中心、旅游厕所等服务
设施，在持续增强“最宠游客的城市”品牌效应
的同时，也致力于服务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作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渝中
区将文化和旅游产业确定为聚力发展的六大
重点产业之一，将文化和旅游消费作为驱动产
业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模式。

渝中区文化和旅游业保持快速增长，旅游
接待人数全市“领跑”，文化和旅游产业增加值
总量位居全市前列，2022年接待游客4370.2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79.7亿元。

目前，渝中已打造洪崖洞、重庆演艺集团2个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及一批特色文化产业园
区基地，市区共建1个重庆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基
本构建起以创意设计、广告传媒、影视演艺、旅行
社服务、旅游住宿等为主，以数字内容生产、新兴

休闲娱乐为重要补充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
渝中区通过文化引领、商业支撑、旅游带

动，提质升级夜间文旅经济、休闲旅游消费，建
成“较场口—解放碑—洪崖洞”夜间文旅消费
带以及解放碑—洪崖洞街区、贰厂文创街区、
十八梯—山城巷传统风貌区3个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创新举办了“全球不眠
夜”“重庆国际都市文旅消费节”“文旅惠民消
费季”等节会活动，做靓“文化游”“山水游”“都
市游”等精品品牌，打造“云端”高空观景台、沉
浸式演艺、密室逃脱、文旅特色银行等特色消
费场景，推出了“休闲之旅”“健康之旅”“天空
之城”等精品线路，营造全域全时全季旅游生

态圈，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
近年来，渝中区文旅产品供给能力持续提

升，新业态、新场景、新地标不断涌现，大鹅岭
旅游景区创成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云端之
眼”观景平台亮相央视春晚，洪崖洞景区热度
位居全国第二，长江索道、两江游、李子坝轨道

“穿楼”等旅游品牌享誉海内外，“万里长江第
一索”“天上的街市”“开往春天的列车”等旅游
招牌成为不可复制的渝中名片。入夜后的渝
中区更是山水城景交相辉映、美轮美奂，都市
商圈、夜游集市、夜间演艺、历史街区人流如
织、热闹非凡，形成独树一帜的“山城”“江城”

“不夜城”的壮观景象。

渝中之美，美在景色，亦美在文化。
“十四五”以来，渝中聚焦“人文渝中”建设，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体培元，加速推动文
化、旅游、体育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
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历史文化传承区，
先后摘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
市、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等多块

“金字招牌”。
2022年，作为“重庆的世界窗口、世界的重庆

客厅”，渝中区全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
游业、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各项工作呈现蓬勃

发展新气象——
渝中区以“优秀”档次通过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复核；
渝中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获评 2021年度

国务院激励表彰；
渝中区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获市政府落

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区县
督察激励通报；

渝中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获评国家版权
局2021年度查处重大侵权盗版案件有功单位；

渝中区体育运动学校获评 2022年重庆市重
点业余体校。

体育运动是强健群众身体素质的有效路
径、强化区域交流合作的有机纽带。全民健
身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
要途径。

渝中区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祥地之一，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
小平、贺龙同志在渝中区大田湾建起了新中国
第一个甲级体育场（馆），成为重庆体育、文化
的重要活动中心，为重庆竞技体育和体育事业
播下了种子。

近年来，渝中区竞技体育成果丰硕，建立
了体育人才培养、选拔、保障、激励机制，培育
了跳水、射击等一批优势项目，先后为国家培
养输送了射击运动员王涛、跳水运动员施廷
懋、国际象棋运动员谭中怡等数十名优秀运动
员，为祖国、为重庆争得了荣誉。

渝中区也是全民健身蔚然成风的活力之
区。为了进一步保护历史记忆、传承体育精
神，2020年渝中区启动实施大田湾体育场保护
与利用工程，以大田湾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
及周边载体为核心，保护修缮文物建筑，整治
提升中轴文化风貌。经过两年多的修缮升级，
2022 年 12 月 30 日大田湾体育场正式开放投
用，通过体育场地和生态公园的有机结合，成
功打造约7万平方米的“生态体育文化公园”和
“全民健身中心”，实现了人与环境、体育与休
闲的一体融合发展。

此外，渝中区依托滨江公园、山城崖道，因
地制宜地打造体育公园、健身路径、健身步道系
统等体育设施，2022年该区新增体育场地面积
近 15万平方米、社区体育建设路径 501个。渝
中区创新实施“佛图关登山”“解放碑登楼”“城市

定向赛”“都市健步走”等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上
线全国首个“全民健身活力城市大数据平台”，加
快建设西部体育总部企业集聚区、西部体育消
费先行区、全国知名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

（渝中区文旅委/文 除署名外由渝中区文
旅委供图）

文化铸新 让历史记忆“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产业焕新 推动“打卡变刷卡、人气变商气”

服务出新 文化服务“近悦远来、主客共享”

体育振新 打造高品质建设“活力之城”

一方繁华地一方繁华地 一城好时光一城好时光
渝中区加速推动文旅体育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渝中区加速推动文旅体育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体教融合发展

聚兴诚银行旧址保护修缮

十八梯传统风貌区 张坤琨 摄

2022重庆国际都市文旅消费节暨“元宇宙”文旅大会

24小时城市书房

重庆两江四岸之景重庆两江四岸之景 唐安冰唐安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