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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行进涪江·川渝九地高质量

发展媒体调研行（铜梁篇）”采访组走进铜

梁，来到位于涪江边上的安居古城，一探古

城的“前世今生”，品读铜梁全面叫响“周末

到铜梁”农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背后的精彩

故事。

当天，采访组一行一踏入古城老街

128级青石梯，迈过星辉门，青瓦屋檐，雕

花窗棂，木壁雕凤刻龙……众人的目光被

古城里保留完整的建筑物深深吸引。

安居古城位于铜梁区北部，地处涪江、

琼江交汇处，因境内有大安居溪（琼江）而

得名，有安居乐业之意。涪江、琼江水滋润

了这座城，孕育了古城的千年繁华。如今，

这里是重庆市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

的山水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文

明村镇、中国最美乡镇。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采访组一行逐一

参观了禹王宫、火神庙、文庙、城隍庙等古

迹，探寻了安居古城的古城文化、巴渝文

化、宗教文化、书香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

化和龙文化。

“安居古城是一座集独特区位优势、悠

久文化底蕴、丰富文物古迹、优美自然风光

于一体的千年古城。今天我们实地走访，

果然名不虚传。”四川省阿坝州新闻传播中

心记者张贝里说。

安居古城其实只是铜梁区大力推进农

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铜梁区紧紧围绕奋力打造

“产业高地、文旅胜地、宜居美地、民生福

地”目标，通过传承“龙灯龙舞”文化、实

施“周末到铜梁”品牌提升行动，构建全

域旅游格局，不断强化文旅资源共建共

享，加快建设更有活力更具魅力的文旅

胜地。

如今，一个个标识度高的文艺作品火

爆“出圈”，一批批标志性强的文旅项目落

地推进……这座揽山水之幽、得人文之胜

的城市，正向前往的人展示着它的独特魅

力。

据介绍，铜梁区蕴藏着富集而独特的

文化旅游资源。在铜梁区加快建设重庆西

向发展桥头堡，努力争当成渝中部崛起排

头兵背景下，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

丰富资源，为铜梁区打造成为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中的一颗耀眼明珠，创造良好的基

础条件。

目前，铜梁区正整合巴蜀文旅资源，联

动安居古城、巴岳山玄天湖旅游度假区、奇

彩梦园、荷和原乡、铜梁龙景区等景区景

点，围绕古城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

重点，结合节气、季节、文化属性等，创新打

造一批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精品线路，促进

优势互补、客源互送和市场共享。

据《合川报》

到铜梁 观山水 游古城 看非遗
○行进涪江联合采访报道组成员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钰铃

安居古城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7月10日，重庆桥丰五金制造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刀具生产线

上忙碌着，他们正在加工的这款刀具套盒

来自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

大足锻打刀具创意设计专业赛一等奖作品

《清风月莹牧牛无忧》。该刀具套盒以大足

石刻《牧牛图》为原型，通过“牛”的形态演

变，设计出砍、切、削、雕四把刀具，每一把

刀具都形状各异，或如倔牛横冲直撞，或酣

睡如泥。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把大足锻打刀具

创意设计专业赛的优秀设计作品转化为实

际产品。”重庆桥丰五金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长黎光明介绍，除了《清风月莹牧牛无忧》，

上届一等奖作品《海棠依旧》高端女士美容

套剪已经开始量产，上上届一等奖作品《大

马士革切片刀》已卖出2万多把。

优秀的创意能够不断转化为最终的产

品走向市场，得益于大足区政策激励护航、

精准对接落地、双创大赛赋能的一整套成

果转化机制。

大足在全市区县中率先出台《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制定《大足区

科技发展项目管理办法》《大足区促进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专项项目实施细则》等管理

制度，大力推行“定向研发、定向转化、定向

服务”订单式成果转化机制。2022年组织

实施并通过评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9

个，支持资金90万元，撬动社会投资近

1000万元。大足也是全市首个把地方特

色产业与创新创业大赛有效融合的区县。

连续三届的双创大赛，共有13件获奖作品

实施转化应用，7件作品已投向市场，累计

销售额已超过2亿元。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新引擎，改革则是

点燃这个新引擎的点火器。“除了深入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投入激励和科技人才

引育也是我们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大足

区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杜韧介绍，通过建

立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

市场为支撑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吸引

科技创新主体、平台、项目、要素向大足区

集聚。截至2022年底，大足区已有市级科

技型企业1253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1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3家，高成长

性企业32家。2022年，全区188家规上

企业申报研发投入23.3 亿元，同比增长

52.4%；科技成果登记增长89.7%，技术合

同交易额增长90倍。

科技人才引育方面，大足区坚持“引

智”“借脑”“引项目”相结合，推广“按需

培养”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并与中科

院重庆分院、重庆大学、四川美院、吉林

大学重庆研究院、西安交大国家技术转

移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搭建产学研合

作平台，辖区盛泰光电等企业与清华大

学、重庆大学等院校结成了技术创新联

盟；施密特电梯公司与吉林大学重庆研

究院深入合作，仅用 1个多月的时间就

攻克了企业在强驱型家用电梯的研发技

术难题。

“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内容之一，接下来，我们将锚定创建国家

高新区目标，突出创新制胜，聚焦数智科

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四大科创

新高地建设，以数字重庆建设为引领，探索

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等科技改革项目，加

强数字赋能，推动范式转变，加速把科创实

力转化为经济实力。”杜韧说。

据《新渝报》

大足:让第一动力澎湃发力
□新渝报记者 张 琦 杨 琢

重庆桥丰五金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赶制订单。 新渝报记者 黄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