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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重庆形象传播新名片
重庆市委网信办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吴勇

军在讲话中说，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重庆晚报》推
动全新改版、上线“厢遇”小程序、培育2号线全域旅游示
范线。这些改革举措，必将培育重庆形象传播新名片。

吴勇军就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做深做实做细《重庆晚
报》二次创业谈了四点希望：紧跟数字化变革，持续打造
重庆文旅网上精品IP；加强故事化表达，挖掘讲好具有人
民情怀、百姓温度的重庆故事、轨道故事；做优分众化传
播，打造新型传播平台，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实现
地标化塑造，通过“寻找李子坝的下一站”“来重庆实现熊
猫自由”等具有网络调性的传播，塑造更多的文旅地标。

聚焦主责、建强主业
重报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向泽映表示，《重庆晚报》二

次创业正乘风而起，聚焦主责、建强主业，开门办报，突出
“烟火气、市井味、国际范”的定位，紧扣“交友、婚恋、搭
子、游客”等重点群体，倾力打造重庆城市生活第一报。

首先，是以“引领潮流、建立社群、创意阅读”为新的
办报方向，打造好《我在重庆》《寻城记》《城市爱情》等栏
目，办一张知识性强、烟火味浓、文化底蕴厚的城市生活
型、交通枢纽型报纸。其次，是迭代升级上线“厢遇”小程
序，有效衔接“厢遇”APP现有160万用户，继承和发扬此
前的线上线下的传播优势，有效贯通报纸和全媒体矩阵，
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服务解决方案。

向泽映希望以《重庆晚报》改版为起点，以“厢遇”小
程序上线为契机，以培育轨道交通2号线全域旅游示范线
为抓手，以打造红岩村地铁站垂直马拉松为爆点，让广大
游客形成“上厢遇、游重庆”的旅游消费习惯，为实力宠粉
的重庆再推新品！

培育轨道交通全域旅游新名片
重庆轨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乐梅说，除了与重报

集团合作外，重庆轨道交通还储备了丰富的媒体资源，涵
盖轨道列车车载媒体、站台站厅平面媒体、创意展陈、公
众号等多种形式。通过资源整合、路径重塑、市场细分、
空间再造等方式，重庆轨道集团持续拓展轨道媒体的服
务广度，不断创新“轨道+融媒体”发展路径，使“流量价
值”转变为“留量价值”、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
势”，期待与各单位一道，借“寻找李子坝的下一站”主题
活动，携手串点成线、联线成片，全力打造以轨道交通为
载体的重庆全域旅游新名片。

希望晚报留住更多精彩记忆
四川省建川博物馆馆长、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

席樊建川在发言中表示，建川博物馆作为2号线上的一个
重要景点，如同一颗珍珠。当全域旅游将2号线上的景点
串联起来，如同串起了一串璀璨的珍珠项链。

樊建川还为《重庆晚报》带来了一份贺礼。这是一份
斑驳、泛黄的报纸，是建川博物馆的藏品之一，名为《重庆
各报联合报》，发表于1939年7月7日，时值“七七事变”
两周年之际。樊建川说，这份报纸充满时代记忆，“我也
希望用它表达对《重庆晚报》改版、创新的祝贺，希望《重
庆晚报》始终为大家留住更多的精彩记忆。”

红岩村地铁垂直马拉松将开启
2024年，创新型城市体旅IP——重庆红岩村地铁垂

直马拉松将开启。它将吸引来自国内外的跑步爱好者前
来，在地铁站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向上马拉松。

重庆轨道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丁香乐
说，垂直马拉松被称为“运动之王”，甚至在不少国家已经
成为大众体育运动的经典赛事活动。

红岩垂马的所在站点，深度堪比高楼。在参与红岩垂
马的过程中，每一位攀登者都能切身感受到：向上向善的重

庆城市精神+向上向善的个人生活追求+参与其中的成就
感、满足感。其独特性、参与性、互动性，让其具有成为下一
个李子坝“轨道穿楼”的潜质。活动预计能实现每年700万
人次的直接参与、7000万人次的再传播影响的效果。

培育2号线全域旅游新名片
如何打通从传播营销到终端旅游消费的全链条，将

轨道交通2号线培育为全域旅游示范线？
重庆晚报品推官周晓晗推荐说，拟以“寻找李子坝的

下一站”为主题，“来重庆，实现熊猫自由”等为子题，依托
“厢遇”小程序的全媒体传播闭环链条，把渝中区、九龙坡
区、大渡口区和巴南区的品质景点串点成线，培育全域旅
游示范线。今后再拓展其他轨道交通线路，进而随着轨
道上的都市区建设进展，推广到城际快轨所至的璧山、铜
梁以及渝东新城区县等地，从体系上丰富重庆都市游的
产品供给，延长游客在渝逗留时间、增加旅游消费，助推
重庆旅游更新、提质、上量、增收。

“厢遇”小程序上线启动
“厢遇”小程序是在APP的基础上，迭代升级而成。

厢遇品推官康勤生介绍，“厢遇”不仅是一个小程序，而且
是一套全媒体传播和营销的解决方案。它着眼破解年轻
人“不恋、不婚、不育”的全球难题，充分运用智能化出行
大数据的精准匹配，乘上“搭子”的社交潮流，一起体会重
庆市井生活的高度、深度、热度、甜度和黏度。

据了解，“厢遇”APP目前累计下载量突破160万，每
年组织线下相亲交友活动100余场，促成1万多青年男女
成功牵手。

最后，“厢遇”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把大会推向高
潮。十位嘉宾一起上台，带着满满的祝福和期望，手掌触
屏，点亮了“厢遇”小程序新的旅程。 据新重庆-重庆晚报

夏风张扬，六月别样，雨润
山城，共赴华章。

昨天，重庆日报报业集团3
楼的礼堂高朋满座，四百多名来自各行各
业的大咖、精英、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共贺
重庆轨道融媒创新发展大会的召开，开启
《重庆晚报》“二次创业”新的征程。

《重庆晚报》明年将迎来创刊40周年，
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一张报纸的形态，全媒
体矩阵用户已突破1500万，覆盖全市538
公里轨道空间的传播领域，每天精准服务
500万人次轨道人流。当天，重庆轨道融
媒创新发展大会可谓四喜临门：《重庆晚
报》全新改版；“厢遇”小程序社交平台上
线；二号线全域旅游示范线亮相；红岩村地
铁站垂直马拉松及九号线媒体改造启动。

新改建11.2万公里农村路
据了解，十年来重庆投资累计超过1100亿元，新改建

农村公路11.2万公里、总里程达到16.7万公里，占公路总
里程的89.7%，较2014年增长45.4%，路网密度达到203公
里/百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7倍，农村群众到达
县城出行时间平均缩短至2小时以内、出行频率提高至5
倍以上。

在全面推广“路长制”中，已经实现区县全覆盖，“路
长”人员达到6.1万名，以“路长制”促进了“路长治”。十年
来，累计投入80多亿元，实施农村公路危桥改造700余座、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4.2万公里、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

为解决农村群众寄取快递包裹的问题，让农产品进
城和快递下乡更加便捷，重庆市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
物流服务体系，目前区县、乡镇物流节点覆盖率达到
100%，建立22个区县级综合运输服务场站，80个乡镇网
点实现客货邮融合发展。

实现“邮运通”全覆盖
“我们要建设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美

丽乡村，以美丽农村路为依托，让‘四好农村路’变身幸福

路，助力乡村振兴。”市交通运输委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吴
欢介绍，实施方案将聚焦“六大专项工程”，到2027年，力
争乡镇通三级公路比例达到90%、建制村通等级路比例
基本达到100%、村民小组通硬化路比例达到98%。

注重提档升级，平均每年新改建农村公路2500公
里。2027年前消除农村公路存量四五类危桥122座，基本
完成村道边坡高度6米以上安全隐患整治、全部完成具备
安装条件的农村公路安防工程。

在实施运输服务方面，注重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县
乡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共享、末端线路共配、运力资源共
用的运输组织模式。加快构建集寄递物流、农村电商、普
惠金融等于一体的“邮运通”新业态新模式，到2025年，累
计打造10个“邮运通”示范区县、建设10个区县共配中心、
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1000个以上。

建100个美丽城镇市级样板
实施方案明确了助力生态特色产业及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实现农产品产得出、运得走。并立足库区、山区综
合交通特色和红色文化资源，提质升级旅游公路，积极打
造具有重庆特色的网红乡村路。

推进美丽渝路专项工程，聚焦美丽重庆打造100个美
丽城镇市级样板、1000个巴渝和美乡村、10000个巴渝和
美院落，持续推进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洁化、绿化、美化，实
施1000公里美丽农村路建设，实现“每个乡镇都有1条美
丽农村路”。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重庆农村公路再提升！从“走得了”提升到“走得好”

到2027年，每个乡镇建成1条美丽农村路
如何实现农村公路从“走得

了”到“走得好”，为乡村振兴提
供新动力？

昨天，重庆市“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现场会在沙坪坝区召开。重庆市交通运
输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即将出台的《新一轮
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实施方案》，重点聚焦
“六大专项工程”，到2027年，建制村通等
级路比例基本达到100%，消除农村公路
存量四五类危桥122座，实施1000公里
美丽农村路建设，实现“每个乡镇都有1条
美丽农村路”。

重庆轨道融媒创新发展大会现场

美丽乡村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