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要闻0202 >> 2024年11月4日 星期一

主编 赵小洪

视觉 曹冬 朱兴羽 校审 曹珂

五城联动237场消费活动
昨晚7点，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五座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步拉开精品消费月的
序幕。为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消费领头羊作用，
商务部统一部署了这次五城联动。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
绍，未来一个月，将在5个城市组织237场精品消费活动，
组织31个步行街、85个重点商圈、近400家商店开展精
品购物活动。

作为2024年“消费促进年”的璀璨明珠，从北京的古
都韵味到上海的摩登风情，从广州的岭南特色到天津的
近代风华，再到重庆的山城魅力，每一座城市都以自己独
特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消费的无限潜力和广阔前景。

此外，第四届解放碑国际消费节也同步启动，作为渝
中乃至重庆商贸消费最具影响力的标志性活动，“解放碑
国际消费节”已成功举办三届，成为推动地区商贸消费升
级的重要引擎。截至目前，解放碑商圈社零总额在西部
率先突破千亿、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五，正奋力向西部首个
GDP、社零“双千亿”中央商务区迈进。

预计带动消费5亿元
本届“解放碑国际消费节”持续深耕“四首”经济等消

费领域，全面做靓云端天台、商圈后街等消费场景，开展
近一个月的场内场外集中优惠促销，预计累计促销现金
投入3000万元，折扣让利1.2亿元，带动销售5亿元。

11月3日~10日，为期8天的“国际名品展”在解放碑
十字金街亮相，吸引了来自意大利、乌拉圭、俄罗斯、东斯
拉夫、乌拉圭、泰国等国家商品馆带来的当地特色产品。
如意大利国宝级机车品牌Vespa、乌拉圭紫水晶、俄罗斯
伏特加等。同时，还联动渝中各大商业综合体，组织到万
事利丝绸、比音勒芬、天台131、POP PUTTEE、TATA、
奇遇三星堆、CW新零售、e码头、易捷（中石化零售品牌）
等时尚、零售品牌同台展示。

本次活动设有“精品家电以旧换新展区”及老字号、
“渝味360碗”展区，邀请到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全球品牌
阿维塔、智能汽车时代的国民SUV赛力斯问界、民族新能
源汽车领跑品牌长安深蓝以及高端家电品牌COLMO、
卡萨帝等，为消费者们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购物盛宴。

精选近30处特色消费场景
进一步激发新消费，本次消费节上，渝中区联动解放

碑-朝天门商圈、大坪商圈、化龙桥商圈3大商业片区的
十余家购物中心，精心挑选了近30处特色消费场景。其
中，载满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的鲁祖庙焕新归来，11月6
日下午，“城市之声”音乐快闪活动在这里上演。此外，
市民还可在金沙洲·江岸聚会花园、重庆天地国际友城
美食街“江畔之边”享受美食，欣赏美丽江景；也可在戴
家巷、三层马路、枇杷山宝库“崖壁之上”，探索独特城市
风貌；在“后街深处”的鲁祖庙、十八梯E区（含凤凰花
街）、妙街感受藏着的惊喜；在“洞穴之内”的CAVER酒
吧、神仙洞演艺体验别样精彩娱乐；更可“冲上云端”，在
天台131、黄桷树空中花园、来福士云端乐园邂逅粉红芭
比、体验极限高空项目、感受惊险刺激的云中漫步、置身
云端俯瞰渝中美景。

携手促销 购物狂欢
活动期间，解放碑-朝天门世界知名商圈、大坪城市地

标商圈、化龙桥城市新兴商圈三大商圈将协同联动，十余
家购物中心、30余家特色街区和消费场景携手促销，开展
近一个月的场内场外联动促销，各大购物中心、商场也纷
纷给出真金白银的让利优惠。如重庆环球金融中心十周
年庆，推出哥伦布（COLOMBO）、迦达（GIADA）等品牌乐
享五倍积分专属礼遇；重百大楼同步启动百年重百购物
节、秋冬新品低至7折；商社电器“以旧换新”最高补贴20%
基础上叠加优惠“折上折”；苏宁易购联合海尔、美的、海信、
TCL、倍科、博西等上百家品牌，在国家补贴最高20%基础
上，再叠加家电品牌补贴10%、苏宁易购补贴12%，补贴力
度最高42%；八一广场阿迪达斯、李宁、彪马、斐乐等品牌
160元买200代金券；PARK108国泰优活城市广场零售满
600元减120元、GShock满1000元减100元等。

同时，十八梯、鲁祖庙、山城巷等特色街区的特色主
题活动也如火如荼。山城巷带来“遇见漫画中的自己”主
题活动；戴家巷开展“解放碑国际消费节”宠粉活动，从满
额赠礼到折扣优惠，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购物选择和
实惠。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精品消费月暨第四届解放碑国际消费节启幕

近30个特色消费场景 1.2亿元折扣让利
昨晚，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重庆）精品消费月暨第四届解
放碑国际消费节在解放碑盛大启
幕，重庆努力打造具有国际范巴
渝味的年度消费盛宴。

活动现场

一锅热辣滚烫、38位重庆本土作者、前后跨越31年
时光；常年围着火锅转的一个个鲜活人物相继登场，勾勒
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庆社会百态……

这样一部“神奇”的接力长篇小说到底缘何面世，在
它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创作幕后？揭秘来了——11
月3日下午，由重庆市作家协会、重庆新华书店集团等共
同主办的“阅读面对面·重庆文学公开课”在解放碑重庆
书城迎来最新一期，主角们正是《太空火锅城》的作者们！

三代作者、三轮书写 各自暗藏巧思
中国言实出版社社长冯文礼，中国言实出版社编辑

部主任、《太空火锅城》责任编辑薛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社长陈劲，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何浩，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社长、重庆市新闻
媒体作协主席江波，重庆新华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程
锋，重庆市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重庆文学院院长张兵，
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许大立等嘉宾，和曾宪国、
傅小渝、王雨、黄济人、张卫、杨耀健、谭竹、陈泰湧、吴越、
晏菁、楠木丐、宋尾等《太空火锅城》接力创作的作者们一
道围绕一个重庆文化IP的“众筹”诞生展开了漫谈。

“（从最早发起到现在）时隔30多年，能看到这本书
出版，我的心情难以言表……”在3日下午的现场，重庆
市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太空火锅城》的创作发起者
许大立率先登台介绍了《太空火锅城》的整体创作过程。

《太空火锅城》一书由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和重庆文
学院联合编撰，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一个个
精彩纷呈的故事把重庆火锅业的发展过程展现得淋漓尽
致，同时也凸显重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巨大变化。此
前，上游新闻文化频道也已经通过专题的形式对《太空火
锅城》的内容进行了连载。

许大立特别强调了书中3次创作涉及的三个年代节
点：1992年、1996年和2023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
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重庆的改革开放也有了新动力，
为各行业带来了新发展。”许大立回忆，当时重庆的火锅
发展也可谓是风起云涌。

“1996年，重庆正在直辖的前夕，我们这座城市发生
的变化，身在其中的人都有很深的感受。”在许大立看来，
这也给围绕火锅，乃至重庆发展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绝佳
的条件。

许大立说，而2023年恰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5
周年。“这次我们又将重点放在了青年身上。文学要发
展、要进步，主要要靠青年。我们也希望这部作品不仅要
反映过去，也要立足现在，面向将来。”

用笔墨和人生故事致敬伟大时代
出版方代表中国言实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太空火锅

城》一书的责任编辑薛磊是带着喜讯来到现场的。“我刚
刚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太空火锅城》上周刚刚入选了重
庆市农家书屋的采购目录。这说明它不仅得到了读者的
认可，也得到了专家认可，值得祝贺。”

在薛磊看来，《太空火锅城》一书的诞生相当难得，大
家用笔墨和人生故事致敬伟大时代。“30多位作者，每个
人的写作、表达风格都不相同，统筹就有难度。但我很开
心的是，当整部作品落地后大家可以发现，它并不违和，
并且人物更加饱满，情节也更丰富了。”

让薛磊感到开心的还有，全书围绕火锅这一地域特
色极其浓厚的文化、产业地标展开，作家们又大量使用了
方言和重庆特有的情节设定，但它依然具有很强的普适
可读性。“我也很期待它的故事能继续讲下去……重庆文
学界也可以诞生更多的好故事交给我们来出版。”

书写人间烟火与城市记忆
“火锅对于重庆来说，不仅仅是一张城市名片，更是

一个实实在在关系民生的大行业。”重庆市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重庆文学院院长张兵在分享中提到，正因如
此，重庆需要有一部能和《山城棒棒军》一样深受大众喜
爱、又反映时代特点的反映重庆火锅的文化产品，而《太
空火锅城》无疑极具改编潜力。

曾推出过《侯卫东官场笔记》等系列畅销小说的张兵说，
如果持续用力，完全可以将《太空火锅城》打造为超级IP。

“它的优势之一是人物形象丰满。”张兵说，38位年龄
差异极大、经历各异的当代作家，用横跨31年的时间带
来的是几乎无死角地记录了主角及其身边人的火锅人
生，书写了重庆的人间烟火与城市记忆。“这是某一位编
剧或一个小团队无法达到的宽度和广度。”同时，火锅团
队的传奇性和多重视角都是改编影视作品的天然优势。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陈竹 钱波 任
君 邹飞

跨越31年的对话 38位重庆作者接力

《太空火锅城》这样“炼”成 拥军妈妈千双鞋垫送兵儿子们
近日，大足区龙岗街道西街社区龙岗西路，一栋修

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老式居民楼，一位老人手中针头
上下穿梭，棉线在鞋垫布料上绣出美丽图案。这是大
足区烈士古怒的家，正聚精会神绣制鞋垫的是他70岁
的母亲张兴会。

2005年7月，西藏山南军分区，年仅19岁的古怒为营
救战友壮烈牺牲。除了整日以泪洗面，张兴会在家做得最
多的事，就是制作鞋垫和毛拖鞋，以备送给兵儿子们。
2005年至2008年，张兴会连续4年进藏扫墓。从重庆
大足到西藏驻地，至少要转乘4次车，翻越两座海拔
5000米以上的雪山。上千双鞋垫、数百双毛拖鞋，张
兴会将对儿子的思念，送到了依然驻守边疆的兵儿子
们心里。

现在，想着明年将第8次去到2000多公里外的西
藏山南给儿子扫墓，张兴会更不愿停手，只是偶尔扶一
扶老花眼镜——在遥远的边防，有许许多多叫她“妈妈”
的兵儿子。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好媳妇让瘫痪婆婆站起来了
在巴南区莲花街道广益街社区，大家经常会看到

这样一个画面：50多岁的宋秀红搀着一位老婆婆慢步
行走在街头，二人面带微笑，温馨暖心。这日常的场
景，背后是孝顺儿媳对植物人婆婆13年的精心照料。

2011年，宋秀红的婆婆黄宾凤突发脑梗塞成植物
人。婆婆大小便失禁，宋秀红将床单洗了又换，换了又
洗，每天都保持干净清爽；每隔2小时，她就会小心翼翼给
婆婆翻一次身，防止婆婆因为一个姿势长期躺着生褥疮。

有一天，宋秀红为婆婆按摩时，婆婆手指突然动了
一下，眼泪顺着她的眼角滑落，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嗯、
嗯”的声音。“婆婆醒了！”宋秀红喜极而泣。为让婆婆
早日站立起来，宋秀红每天按时给婆婆准备一日三餐，
还自学了很多推拿按摩、清洗理疗、理发修甲的护理知
识。每次康复训练，宋秀红满头大汗，有时站立不稳，
两个人还会一起摔到地上。

在好儿媳的悉心照顾下，婆婆从开始让她搀扶着
走，到放手也能走一段，再到现在已经能独立行走，还
能进行简单的生活自理。宋秀红还和丈夫带着婆婆自
驾去了大理、丽江等多地旅行。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2024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