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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3 年 1 月 7 日

【要情通报】

△区县多措并举促进节日文旅消费回暖。万盛经开区：免费

开放黑山谷、万盛石林等 5 大景区，部分酒店民宿住房、餐饮执

行最高半价优惠。元旦期间接待游客 30.89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2.74 亿元。武隆区：举办 2022 冰雪季开幕式等活动，策划雪

地煮茶、雪上飞盘等雪地活动 20 项，元旦期间接待游客 4.65 万

人次，占全市 9.85%，位列全市收费 A 级景区第一。北碚区：订

制 10 条涵盖峡、泉、山、村、梅等独具地方特色的冬季精品旅游

线路，“泡汤”成为短途游新时尚，元旦期间各类温泉民宿酒店

入住率 100%。涪陵区：在武陵山森林公园、美心红酒小镇等举办

赏雪和跨年活动，接待游客 1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2%，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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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综合收入 1.06 亿元、增长 35%。南川区：金佛山、神龙峡等

景区推出半价购票等优惠，滑雪、温泉等项目最高享受 5 折优惠，

元旦期间接待游客 4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7 亿元。永川

区：乐和乐都主题乐园野生动物世界等全面恢复，推出 7 折门票、

陪同成人半价等优惠活动。乡村旅游持续回暖，年猪宴、烤全羊

等餐宴消费火热。巫溪县：开启“云上山海·奇境红池”第二届

冰雪旅游季，开通 3 条红池坝旅游班线，推出景区门票优惠等促

销政策，吸引游客 4.8 万人次。（综合）

△市文化旅游委立足“四化”加快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转型发

展。一是电视高清化。统筹高清超高清电视发展和广电 5G 应用，

支持重庆广电集团（总台）推进 4K 超高清电视频道建设和车载

4K 融合生产中心建设，全市 29 个电视频道实现高清播出。二是

频道专业化。着力规范设置、优化结构、精简精办、融合创新，

压缩调整和规范专业频道，打造品牌专业频道，适应媒体分众化、

差异化传播新趋势，截至目前，共撤销 1 个市级频道、调整 3 个

频道定位，将区县频道缩减为 30 个，实现由数量规模增长向质量

效益提高转变。三是应用智慧化。依托重庆文旅广电云平台，将

全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传送机构、节目制作机构、应急广播等

紧密链接，将广电与文化、旅游、文物等领域融合，搭建智慧化

新平台，推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四是管理创新化。加强与广

电总局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的深度合作，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

了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专业、综合电视频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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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中国视听大数据”系统连续 5 年对市、区县两级电视频道开

展了综合评价，多维度、多层级、立体化评价频道内容建设和融

合传播成效，推动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加快转型发展。（传媒机构

管理处）

【简讯通报】

△重庆位列搜狐旅游全国旅游城市品牌影响力百强榜单榜

首。搜狐旅游发布《2022 年全国旅游城市品牌影响力报告》，重

庆在全国城市旅游影响力百强榜单中位居第一，同时获得“2022

年度城市旅游网络人气奖”“2022 年度心动夜游城市”“2022 年

度吃货福音城市”等单项奖。（综合）

△武隆区仙女山街道荆竹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

2022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全球共 32 个乡村入选，其中我

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村、重庆市武隆区

仙女山街道荆竹村入选，加上此前入选的浙江余村和安徽西递村，

我国已有 4 个乡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综合）

△我市文化旅游迎来“开门红”。元旦假期，纳入统计的全

市过夜游客接待量为 42.50 万人次。重点监测的 115 家景区累计

接待游客 47.12 万人次，滑雪、乐园、古镇等主题类景区热度较

高。（市场管理处）

△元旦假期全市共 9.11万观众到博物馆参观。日均参观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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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数为节前的 204%。（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

△第七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冬季）启动。活动包括

1 个主会场启动仪式、1 个三峡文旅专场、12 个特色主题活动、N

个区县分会场活动以及网络惠民五个部分，将持续至 2023年 3月，

重点围绕都市游、冰雪季、新演艺等领域。（产业发展处）

△第三届 DMC“舞动山城”国际街舞大赛 1月 6日至 10日

在华熙国际文体中心（巴南区体育馆）举行。活动由市文化旅游

委、团市委、巴南区政府主办，CHUC 全国街舞联盟、巴南区文

化旅游委、重庆演艺集团承办。（巴南区文化旅游委、公共服务

处）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影视产业学院（西部影视译制中心）

正式揭牌成立。学院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四川外国

语大学、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佳左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联合共建。（广电节目处）

△第四届“新华信用杯”全国信用案例暨信用应用场景优秀

微视频评选结果公布。重庆铜梁区作品“拓展信用应用场景 发展

文化旅游市场信用经济”荣获最佳纪实奖。（市场管理处）

△“寻找红岩发声人”获评“2022年度全国博物馆志愿服务

典型案例”。“寻找红岩发声人”项目自 2019 年启动，旨在搭建

一个大众平台，打造一支讲述主体多元化的红岩精神志愿宣讲队

伍。（红岩联线管理中心）

△舞剧《绝对考验》荣获市十六届“五个一工程”奖。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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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入围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终评。（重庆歌舞团）

△《中国舞蹈美育家大辞典》发布名单。重庆歌舞团舞蹈总

监、舞蹈艺术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演员李庚正式入编。（重庆歌

舞团）

△重庆文艺职院在 2022 年全市职业教育教学工作会获得全

市职业教育特色育人典型学校通报表彰。全市共有 6 所学校入选。

（重庆文艺职院）

△市文化执法总队办理案卷获评 2022 年度全国文物处罚案

卷评查优秀案卷。国家文物局公布 20 件 2022 年度全国文物处罚

案卷评查优秀案卷，市文化执法总队办理的“重庆市渝中区巴渝

民风博物馆擅自改变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

用途案”获评优秀案卷。（市文化执法总队）

【区县工作动态】

△荣昌文旅年货节专场直播活动成功开播。荣昌区文化旅游

委主办的“云赏非遗 乐购荣昌”荣昌文旅年货节专场直播活动成

功开播。一是搭平台、促消费。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组织网络直播，

开展文旅产品专场直播，当日在线直播成交量达到 100 余件，帮

助文旅企业拓宽销售渠道，达到以销促产、以销增效纾困目的。

二是推产品、亮品牌。直播活动选品以荣昌非遗文旅产品为重点，

包括荣昌陶、荣昌夏布、荣昌卤鹅等，以国家级非遗荣昌陶、荣

昌夏布为主要直播版块，让非遗产品搭上直播带货“顺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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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丰形式、聚人气。打破传统，实行“一镜到底”模式，探索

直播带货新形式，由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分享城市文化，荣

昌陶和荣昌夏布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制作技艺，景区导游推介旅

游线路。活动全网曝光量 21.8 万人次，直播间曝光量达 6.8 万人

次，全网点赞数 10.5 万次，直播间在线点赞数破 3.5 万次。（荣

昌区文化旅游委）

△江北区加速提升城市功能人文化显成效。一是外增“颜值”。

针对长嘉汇大景区江北嘴片区，以文脉融古今，完成明玉珍睿陵

等 4 处文物提质升级工程，新增展陈设施面积 800 平方米。增添

生态底色，推动鸿恩寺公园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二是内提

“气质”。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全年开设市民夜校等 128 个免费

艺术培训班，惠及群众 4 万人次。承办中国顶尖舞者全国训练营，

吸引全国 400名顶尖舞者精彩开演，江北区获评全国唯一“中国

顶尖舞者成长计划示范点”。三是凝聚“品质”。公共文化服务

全面提质，加快徐悲鸿艺术街区建设，全力打造人文艺术旅游目

的地。建成全市首个“森林图书馆”鸿恩寺图书馆，新增公共阅

读面积 6500 平方米，被央视《新闻联播》等媒体报道。（江北区

文化旅游委）

△沙坪坝区全力打造文化传承示范区。区委书记唐小平主持

召开沙坪坝区文化工作专题会，强调要准确把握做好文化工作的

规律，加快建设文化传承示范区，进一步增强沙坪坝文化显示度、

辨识度、传播力和影响力。区文化旅游委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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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坝区文化工作专题会精神。一是提升学习能力。深入学习领会

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

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不断压实工作责任。二是提升思考能力。

围绕加快推动《重庆·1949》提档升级、全力打造“古镇十二巷”

等六项任务，全面梳理 2023 年日常工作和创新工作，思考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推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更好结合。

三是提升执行能力。从彰显文化标识度、提升文化显示度、激活

产业新活力和增强文化传播力等方面，细化措施、打表推进，推

动重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促进文化事业、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文化传承示范区。（沙坪坝区文化旅游委）

△黔江区突出“三个聚焦”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一是聚焦非遗保护。持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分级保护，

完成第六批国家级传承人申报及 2022 年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保护单位评估，新获批 15 名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完成第八

批区级非遗项目评选，新增区级非遗项目 16 个、区级代表性传

承人 50 名，完成全区 166 个非遗项目和 260 余名非遗传承人的

信息普查工作。二是聚焦非遗传承。启动数字非遗馆建设，完

成黔江区非遗图典编辑出版，建成渝东南非遗馆和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馆。创新推进非遗进校园，与重庆旅游职业学院、峡

谷城文旅集团深度开展产教融合校地企合作，重庆旅游职业学

院非遗美食进高校·师徒结对育英才、黔江鹅池镇中心学校南

溪号子传承实践入选 2022 年度重庆“非遗进校园”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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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聚焦非遗转化。积极开展非遗进景区展示展演、非遗四进

暨送戏下乡活动，濯水景区《赏濯水古韵·品非遗美食》入选

2022 年度重庆“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优秀案例，濯水景区获

评国家级非遗小镇，小南海新建村获评国家级非遗村寨。（黔江

区文化旅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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