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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围绕大足石刻打造国际文旅名城

8月20日，国产首款大型3A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解
锁，大足石刻也首次登上3A游戏世界的画面之中，向全球游
戏玩家展现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独有魅力。“如何让大足石刻

‘活’起来、‘走’出去，更好地发挥好文化遗产服务当代、造福
人民的重要作用，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方向。”大足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大足区坚持守正创新，对标国际一流，加快建设
国际文旅名城，让大足石刻走下崖壁，与国际对话、向世界
邀约。在大足石刻游客中心，千年石刻走进银幕，与现代技
术碰撞出了古今辉映的画面。4K银幕影院上演的《天下大
足》，以电影叙事方式突出大足石刻开创和历史演进过程，
游客可读懂千年石刻的前世今生。在8K球幕影院里，巨大
的球形幕布如同苍穹顶盖映满视野，光影流动中，千手观
音、涅槃圣迹等精选造像孪生再现，其文化内涵也在声情并
茂阐释中娓娓道来。

大足石刻造像的数字化工程“云游·大足石刻”元宇宙景
区日前也正式上线，通过大规模数字采集与实景建模，深度还
原大足石刻这一唐宋石刻美学的旷世之作，以跨越时空、高度
沉浸的体验方式加以呈现。这为文旅产业带来一次前所未有
的数字创新，让更多的人可以线上“云游”大足石刻。

为了打好大足石刻这张“人文牌”，大足更主动出击，加强
宣传营销，努力将大足石刻推向世界，在越来越多的国际舞台
上精彩亮相，让精美的石刻对话世界，演绎独具特色的“世界
文化会客厅”。大足以名片聚名气，文旅市场持续回暖。据统
计，2024年1—7月，大足接待游客2505.04万人次，同比增长
12.65%；旅游总收入143.13亿元，同比增长13.84%；接待境
外游客3.4万人次，同比增长195.1%。其中，大足石刻景区购
票游客达75.33万人次，同比增长13.2%。

除了闻名中外的石刻，大足区还拥有风光旖旎的龙水湖
度假区，以及如梦荷棠·山湾时光、隆平五彩田园、红岩重汽博
物馆等特色景区景点。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大自然赐予
的美丽景观、老百姓创造的惬意生活，共同构成了大足的“日
月繁星”。陈一清说，大足提出加速构建“日月辉映、繁星闪
烁”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将依托大足石刻这张太阳般的世
界级金质名片，以及龙水湖这个“月光女神”般的靓丽山水，再
加上众多特色景点“繁星”一起闪耀，将大足建成国际有影响、
国内有地位的国际文旅名城。

如何围绕龙水五金打造特色产业高地

大足还是西部的五金之都，大足五金与大足石刻相伴相生，
经过千年淬砺，以刀剪锁享誉世界，产品涵盖12大门类、320多
个品种、2600多个花色，出口欧盟、俄罗斯、东南亚等20多个国
家和地区。

大足也是驰骋神州的军用重汽摇篮，上世纪60年代，川
汽厂作为“共和国独生子”在大足拔地而起，诞生了新中国第
一辆重型军用越野车。依托重汽发展，现已形成了年产7万
辆专用车、1000万辆新能源摩托车的汽摩产业集群，并衍生
出电梯、光电等一批特色产业。

大足区作为重庆实施先进制造业发展“渝西跨越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将如何聚焦哪些特色产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徐晓勇说，大足区坚持“实业
为基，智造领航”，积极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系，加速构建大足“246”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两大主导产业
如鸟之双翼，驱动区域经济振翅高飞。在智能网联新能源专
用车与摩托车产业方面，大足区成功开发全国首台无驾驶室
无人驾驶换电矿卡，建有西部首个大型综合智能物联网汽车
试验基地，争当绿色出行先锋。21家整车企业与104家配套
伙伴，共同编织出全市最完整的新能源摩托车产业链，彰显出

“智造”与“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再生资源及新材料产业方
面，该区集聚了足航钢铁、中天电子、威立雅等34家企业，形

成废旧拆解、再生金属、节能环保3大产业链，正在全面建设
的重庆环锂新能源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项目，将构建起动力电
池闭环生态，描绘出“绿色制造”的美好图景。

徐晓勇介绍，在两大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四大特色产业集
群蓄势待发——现代五金产业，以“千年龙水刀”为魂，打造中
德五金智能制造产业园、西部首个五金产业研究院，激光制
造、增材制造等七项创新工艺技术取得突破，自动化生产线与
刀具智能加工线，赋予传统产业新生；智能电梯产业在“渝派
电梯”的旗帜下，已有施密特等5家整机企业与20家配套伙伴
携手并进，年产能逾4万部，向“制造+服务”转型，打造后市场
服务高地，旨在成为成渝“双圈”电梯产业集聚的灯塔；在锶盐
新材料产业方面，大足坐拥全球1/4、全国1/2的锶矿资源，打
造全球首个锶盐新材料产业园，吸引红蝶、元泰化工等企业群
英荟萃，构建世界级锶盐新材料产业基地，特别是今年引进的
沃肯新材料项目填补重庆电子级光刻胶材料产业空白；光电
产业乘电子信息产业东风，市区共建光电产业基金，盛泰光电
引领上下游24家企业协同创新，全球每20颗手机摄像头中
即有一颗“大足造”，光电产业正迈向产业链中高端，目标直指

“西部光谷”。

如何围绕五彩田园做好城乡融合示范

大足是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切实推动城乡优
势互补、功能互促、要素互动，努力实现高质量全方位融合发
展。在推动城镇能级提升方面，大足区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产
业小镇集群，打造带动乡村发展的“新引擎”——传承千年五
金锻打工艺，打造龙水“五金小镇”；发挥“军用重汽摇篮”优
势，打造双桥“专用车和光电小镇”；选准新赛道，打造万古“新
能源摩托车和智能电梯小镇”，形成年产1000万辆摩托车产
业集群和年产4万部、占全市产量1/3的西部最大电梯产业集
聚区；以及邮亭“锶盐新材料产业小镇”、三驱“文创小镇”、宝
顶“世遗小镇”、拾万“稻渔小镇”、雍溪“花卉小镇”、高坪“蜂蜜
小镇”等，这些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小镇”，有效吸纳本地群
众“家门口”就业达6万人以上。

陈一清说，今年上半年，该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5.6%，居全市第7位。下一步，我们还将坚定推动城区“一
中心四组团”向心发展、协调发展，深入实施“提质、扩容、强
核、融圈”行动，依托成渝中线高铁大足石刻站，加快规划建设
大足石刻文化城，聚力提升中心城区的首位度和综合承载
力。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方面，大足深入实施“5513”创新举
措，扮靓城市“后花园”，扎实推动乡村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有机统一，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如何用“足”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

大足在进一步打造优化城市底蕴扮靓城市底色方面，将
秉持三大核心理念，一张蓝图绘到底，于大地之上勾勒城市
新篇。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雷科说，该区将严控建
筑之姿，守护天际之线、山脊之韵、水岸之美，让历史遗迹焕
发新生，老旧空间变身“文化秀场”，让石刻之韵、五金之魂、
重汽之忆，皆融入街头巷尾，细微之处，让历史之光照亮现
实，文化之泉滋养时尚之花。

建设国际文旅名城，大足区在加快推动文化事业高质量
发展方面有哪些举措？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青青说，近年
来，大足区坚持文艺立品、文化惠民，用“足”心思，开“足”马
力，匠心雕琢“足字号”的文化文艺精品力作，不断提升优质文
化供给能力。通过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建立战略合作，以《只
此青绿》主创团队为基础班底，全力打造《天下大足》主题舞
剧，目前这部舞剧已经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于7月1日
全面启动排练，力争10月份合成试演，早日让这部承载大足
石刻千年智慧和美学精髓的渝派“大剧”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用实际行动书写“用文艺、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新篇章。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摄影报道

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

中国石窟艺术素有“北敦煌，南大
足”之说。大足石刻是世界八大石窟之
一，是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更是
重庆文旅一张“金字名片”。8月21日，
“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聚焦大足区。大足区委书
记陈一清以“勇担新使命 争当排头
兵 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
为题作了主题发言。陈一清表示，大足
区将始终牢记“一定要把大足石刻保护
好”的重要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加速构建“日月辉映、繁星闪烁”的
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具有国
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国际文旅名城。

五彩田园

游客在大足石刻8K球幕影院沉浸式体验
华龙网记者 李燊 摄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速构建“日月辉映、繁星闪烁”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大足：打造中国味、巴蜀韵的国际文旅名城

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让大足石刻在全球大火了一把，这是游戏中西方净土变片段，精美的画面让国外玩家都惊叹不已。

大足石刻西方净土变实景

《黑神话：悟空》中千手观音片段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实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