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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2 年 10 月 31 日

【要情通报】

△市文化旅游委三举措提升我市文艺创作质量。一是推进文

艺精品创作和演出。大力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抓好全市

重点剧目的创排、打磨和复排工作，推出更多体现时代特征、中

国气派、重庆韵味的精品力作。挖掘文化消费潜力，释放文化消

费需求。制定推出鼓励演艺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城乡统筹规划、

布局动态平衡的剧场供应体制，打造长嘉汇演艺聚集区，提供常

态化文化演艺产品。二是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以演出为中心

环节，以艺德艺风建设为重点，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艺院团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坚持“分类指导、一团一策”，推动市级文艺院团“破瓶颈、保

基本、减负担”，激发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改革，努力打造示范

性、导向性、引领性的新时代文艺院团。三是进一步完善艺术创

作激励和保障机制。统筹用好各类专项资金和扶持政策，加大对

艺术精品创作生产的扶持和投入力度。加快薪酬制度改革，完善

艺术人才激励机制。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等模式，不断提

升演出质量。（艺术处）

△我市前三季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增加值公布。据市统计

局测算，2022 年前三季度全市文化产业预计实现营业总产出

2106.57亿元，同比增长 2.8%；增加值 798.04亿元，同比增长 1.7%，

与上半年数据（同比分别下降 1.6%和 2.8%）相比有较大回升。前

三季度全市旅游产业预计实现增加值 768.26 亿元，同比下降

1.0%，降幅相比上半年收窄 1 个百分点。（产业发展处）

△我市新增 14家 A级旅游景区。近日，经重庆市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审认定，我市新增 14 家 A 级旅游景区，

其中，酉阳叠石花谷等 10 家景区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中共

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周贡植故居）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

景区。截至目前，全市 A 级旅游景区达到 276 家，5A 景区 11家，

4A 景区 140家。（资源开发处）

△2022年第三季度全市旅游服务综合满意度调查结果出炉。

全市旅游服务综合满意度得分 93.46分，环比（2022年二季度 93.52

分）降低 0.06 分。组成全市旅游服务综合满意度的 3 个分项指标，



本地居民对本区县旅游服务综合满意度得分 91.40 分，环比降低

0.18 分；景区游客对区县旅游服务综合满意度得分 93.12 分，环

比降低 0.22 分；饭店游客对区县旅游服务综合满意度得分 94.83

分，环比提高 0.16 分。按旅游发展区域来分析，主城都市区旅游

服务综合满意度得分较高，为 93.90 分；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得分为 92.34分；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得分为 93.29 分。（市文

化旅游信息中心）

【简讯通报】

△我市 19个项目入选首批“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

目”名录。近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面向社会公布 2022

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我市 4 个非遗旅

游景区、9 个非遗旅游小镇、1 个非遗旅游街区、5 个非遗旅游村

寨共 19 地入选，占比 9.5%。（非遗处）

△“重庆云上博物馆”文物数字化暨文博数字体验服务平台

上线仪式举行。三峡博物馆等 13 个博物馆参加仪式并就建设运

营、数字博物馆消费新场景开发等方面与中国广电重庆公司签订

《“重庆云上博物馆”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各自资源能力开展

战略合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综合）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管理领导小组办公

室公布“第一、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复



核结果。北碚区、渝中区被划定为优秀档次。（北碚区文化旅游

委）

△我市完成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申报工作。共推

荐 8 类 21名代表性传承人。（非遗处、市文化旅游研究院）

△2022年重庆地区全国导游资格、导游等级考试报名工作顺

利结束。全市共有 6768 人报名参加考试，全市导游资格考试、导

游等级考试参考人数保持稳定，为全市旅游业恢复发展提供了人

才支撑。（市场拓展处）

△重庆市妇联制发《关于命名 2022年重庆市巾帼文明岗、重

庆市巾帼建功标兵的通知》。市文化旅游委系统 3 个集体、2 人

被命名为“重庆市巾帼文明岗”“重庆市巾帼建功标兵”。（机

关党委）

△市文化旅游委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效果评估。7

个专题和 22 项主要任务均已按期完成，我市文化旅游行业系统实

现安全生产“零事故”，总体平稳有序。（安全应急处）

△市文化旅游委与新加坡旅游局签订《关于加强旅游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推动渝新两地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该合

作成果将作为重庆与新加坡三大重点合作成果之一，在 11月初举

办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进行展示。

（国际合作处）

△三峡博物馆与重庆冠达世纪游轮有限公司签署文旅战略合

作协议，并举行“江舟博苑”揭牌仪式，联合打造“江舟博苑”



文旅融合品牌，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次进驻中国内河豪华游轮。

（三峡博物馆）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CTBIYRL放学时光成长营”少儿

综合素养公益兴趣培训活动。为 4 至 10岁的孩子分年龄、分年级、

分阶段地提供了绘画、书法、英语口语、英语戏剧表演、计算机、

编程等 9 大项目，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市少儿图书馆）

△大渡口中梁山康养项目签约项目——“蒲公英成长酷玩营

地”完成签约并启动开建。项目将打造“国家级青少年体育营地”，

并于今年年底建成试运营。（大渡口文化旅游委）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标本库房正式投用，文物搬迁工作

全面启动。预计搬运文物标本 1846 箱，囊括陶瓷、金属、石质等

各类文物 20000 余件（套），迁移历年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档案

资料 390 箱。将以“三化标准（科学化、规范化、数字化）”，

搭建文物展示与利用平台，强化文物保护及规范管理。（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

△韩国旧址陈列馆藏品数字化管理系统投入使用。该系统将

整合馆藏文物数据资源，完善馆藏图书及资料的分类整理与归档，

推动馆藏文物数字化传播应用。（韩国旧址陈列馆）

△2022“人文渝中”文旅公共服务示范典型评选推广活动终

评名单出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枇杷山书院获评“2022 渝中特色

文旅空间”。（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区县工作动态】

△北碚区持续深化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一是注重科学保护。

出台《北碚区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实施办法》等系列政策措施，

投入 1620 万元对卢作孚旧居等 8 处建筑进行修缮；实施文物数字

化保护项目，采用微缩景观、场景复原等手段提升文物展览效果。

二是强化研究阐释。从西南大学专家、文艺创作骨干中选拔组建

红色文化创作队伍，围绕革命文物题材创作《追望大道》《跟着

你走》等文艺作品 37 个，在文博场馆、党校剧场、艺术剧院、

校园课堂演绎 1600 余场，受众 25.5 万人次。三是推动融合发展。

举办“励志少年心向党 红色地标伴成长”等活动，累计吸引 1.6

万余名党员实地悟学、带动 17.6万群众红色游学；开发《建党 100

周年》《西南局》《缙云红》等 4 个系列 39 类 90 款文创产品，

让红色文化走进群众生活。（北碚区文化旅游委）

△巴南区图书馆三措施“加码”文化服务提质增效。一是强

化基础服务。馆外服务走进镇街分馆、城市书房、流通服务点、

社区服务站，提供上架新书、修补图书、现场办读者证等基础业

务，区行政中心图书站、西流沱 24 小时图书馆等 10 余处分馆进

行馆外服务达 100余次。二是引导阅读需求。通过微信自助下单、

预约 QQ 群、现场点单等多途径实现“你点单，我服务”文献预

约送上门服务，服务期间共收集读者文献预约信息 400 余条，提

供预约图书 600 余册。三是抓实服务质量。从读者需求、空间建

设、氛围营造、团队建设等多维度提升文化服务质量，让阅读氛



围活起来，带动读者参与享受优质文化服务。（巴南区文化旅游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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