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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25 期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要情通报】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进入实质阶段。4 月 29 日，市文化

旅游委会同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在渝召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专项工作组联席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推动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建设工作机制》《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工作方案》《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2020 年重点工作》《川渝共同争取国家支持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重点事项》等系列文件，并签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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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4+2”文件协议，强化共同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5 项合作，建立成渝文物保护利用 11 项联

动协作，明确 2020 年 5 个方面重点工作，共同争取国家支持 12

项重点建设事项，形成加强“高度、广度、力度、温度、深度”

五维一体合作新格局，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打造成为双城经济

圈亮点和世界知名旅游品牌。（市场拓展处、办公室） 

△市文化旅游委多措并举做好五一劳动节假日文旅市场和

旅游景区开放管理工作。一是加强督导检查。成立 10 个督导组和

13 个区县交叉检查组，对全市文旅经营场所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旅游市场秩序与服务质量、安全管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暗访

检查。二是强化应急值守。全市文旅系统实施三级 24 小时值班，

将全市 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视频信号全部接入全市文化旅游产

业监测平台，实行全天候动态监测。三是严控景区容量。严格落

实疫情期间旅游景区实际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 30%的要求，

室内场所暂不开放。排查存在人员聚集风险的景区名单，扎实开

展应急预案制定和优化完善。四是强化流量管控。建立各旅游景

区分时段预约制度，通过即时通讯工具、手机客户端、景区官网、

电话预约、“惠游重庆”平台等方式，引导游客按照预约时间入

园游览，实行分时段、间隔式入园。（市场管理处、办公室） 

  

【简讯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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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至 4 月，市文化旅游委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受理网

上、现场审批件共 206 件，其中，《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

证》124 件，《申请文物修缮》16 件，《演出经纪机构设立、变

更、延续》65 件，《艺术品展览活动》1 件。（政策法规处） 

△近日，我市举办“2020 重庆文旅产业发展大讲坛”，围绕

“疫情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影响及应对思考”主题，邀请全市文旅

行业 11 位重量级嘉宾交流应对疫情举措。（市文化旅游教育培训

中心） 

△近日，市文化旅游委与市版权局、两江新区（自贸区）法

院开展“诉源治理保护版权·共同优化营商环境”三方备忘录签

署仪式和为“诉源治理合作单位”揭牌活动，共同建立版权风险

防控机制、版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市场管理处） 

△近日，彭水摩围山康养基地项目正式开工，规划占地约 400 

亩，总投资 6.9 亿元，是彭水首个集观光旅游、休闲养生、商务

会务、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商业旅游集散地。（彭水县

文化旅游委） 

△近日，市电影局、市民宗委、市文化旅游委三部门联合制

定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优化重庆影视拍摄管理服务措

施》，明确我市旅游景区对影视拍摄免费开放。（广电节目内容

管理处、资源开发处） 

△近日，市文物局开展文物安全联合执法检查，对聂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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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侯宫、戴家堰民居、陈万宝庄园、松柏石塔等 8 处文物单位进

行了检查指导。（文物督察处） 

△近日，南岸区引进网红直播基地，占地面积 5000 平米，设

直播间 150 余间，入驻商家 1000 家左右，通过网红达人直播带货

等形式，开展助农公益活动，运营至今，营销额已超过 1500 万元。

（南岸区文化旅游委） 

△近日，潼南区首个露营公园项目成功签约，签约金额 3 亿

元。该项目以创建国家级综合型露营基地（AAAAA 级露营公园）

为目标，以营地为中心，以体育赛事、科普教育、休闲度假为主

要内容。（潼南区文化旅游委） 

△近日，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启动《重庆文选》《重庆诗选》

编纂工作，将收录自先秦至晚清时期描写今我市范围内自然风光、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著名人物的经典诗文。（市文化旅游研究

院） 

 

【区县工作动态】 

△沙坪坝区文化旅游委“多点”发力积极改善营商环境。一

是从时间上，提效率。将职能范围内的 35 项行政审批事项时限全

部缩减到最短，网吧审批办理时限从 20 日缩减至 6 日，娱乐场所

审批办理时限从 20 日缩减至 4 日，旅行社审批办理时限从 20 日

缩减至 4 日，审批办理事项均实现“只跑一次”目标。二是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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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缩距离。“渝快办”网审平台启动运行后，针对不会自主

使用平台的审批服务对象，审批工作人员利用上门勘察场地的机

会，现场教会服务对象使用网审平台，确保办事群众能用、会用、

快用。三是从监管上，重实效。加强下放事权的监督检查，通过

开通监督举报电话、受理举报投诉、不定期深入一线调研检查等

方式，确保各项“放管服”工作落到实处。对行政审批事项的受

理、承办、批准、办结和告知等环节实行网上审批、网络全程监

控，加快推进审批流程标准化建设。（沙坪坝区文化旅游委） 

△石柱县因地制宜促进非遗文化“软资源”转化为“硬实力”。

一是整合资源，筹措扶贫资金。积极争取东西协作鲁渝共建扶贫

资金及市级非遗扶贫资金 162 万元，从开展培训到建立工坊，统

筹、持续地推进非遗扶贫工作。二是因地制宜，科学制定项目。

结合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实际情况，在中益乡平坝村、盐井村

分别引进国家级非遗项目壹秋堂夏布制作技艺和市级非遗项目旗

美人旗袍制作技艺等 2 个传统技艺类手工制作项目。三是加强培

训，提高就业水平。所引进 2 个传统技艺项目分别在中益乡坪坝

村、盐井村招收农村留守妇女、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人等群体，

举办初级培训班和提高班，提高当地群众就业水平，受训群众达

176 人次，获参训补助达 22.6 万元。四是促进增收，建立长效机

制。积极协调，落实场地，在前期培训的基础上，通过“公司+

贫困群众+非遗传统技艺”的运营模式，分别在坪坝村、盐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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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壹秋堂夏布非遗扶贫工坊和旗美人旗袍非遗扶贫工坊，自工

坊建立以来，共解决群众居家就业 62 人，共计发放工资 18.59 万

元。（石柱县文化旅游委） 

 

【委属单位工作动态】 

△重庆图书馆整合馆藏资源开创全民“云阅读”新局面。一

是实现多元媒体融合。加快建立全媒体阅读推广生态体系，从广

电网、数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媒体平台同时发

力，内宣外宣联动，巩固壮大全民阅读传播阵地。二是满足多介

质阅读需求。适应国民阅读行为变迁，构建线上线下无缝连接的

阅读环境，同步提供海量纸质、数字、有声阅读资源，为市民读

者提供多种阅读方式。三是提升主题活动品质。举办“23 天的阅

读计划”“全民战‘疫’，知识共享”“抖音全民 dou 阅读”“种

书计划”“书香重庆·悦读越有味——渝悦·渝城 e 站数字阅读

推广活动”等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展览推送、讲座分享、好书推

荐、阅读品鉴、读书接力、阅读达人评选等方面，助推书香重庆

建设。（重庆图书馆） 

△市文化旅游信息中心筑牢三道防线加强内控管理。一是制

度防线。按照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

基本要求，结合单位实际，查找内控风险点、制度薄弱及空白环

节，细化完善业务工作流程，形成了“1+5（一本手册五个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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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内控制度体系，建立制度防控防线。二是职责防线。明

确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各科室、各岗位积极做好管理制度与基

本制度的衔接，严格执行各项内控制度要求。三是监督防线。形

成以领导负责、支委纪检委员督查、法律顾问审查监督长效机制，

贯穿重大项目支出及决策关键节点全过程，审核把关购销合同、

报销凭证等，同时注重资金绩效管理，筑牢监督管理防线，推动

工作安全、高效、有序开展。（市文化旅游信息中心） 

△《重庆艺术》积极刊发本土原创“抗疫”歌曲。截至到 3

月底，共收到原创作品 200 多首，精选了 86 首优秀作品，分上下

集集中刊发在《重庆艺术》正刊和群文增刊上，营造了浓厚的“文

艺抗疫”氛围。刊发作品中，超过 25%的作品被制作成 MV，分

别在线上线下、中央和地方各大媒体及《学习强国》上刊播，在

全国“抗疫”文艺创作中，征集反应时间、作品数量、总转化率、

刊播层级等均名列前茅。（市艺术创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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