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月22日，由《重庆市中长
期青年发展规划（2018—2025年）》实施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举办的2023年“我

为青年办实事”项目清单新闻发布会举

行。记者了解到，清单根据青年实际需
求，聚焦青年就业创业、婚恋交友、住房

保障、权益维护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
实施10项青年民生实事，不断提高青年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
据悉，这 10项青年民生实事分别

为：“青少年之家”公益活动、青少年主题
健身系列赛事活动、服务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青年婚恋交友活动、青年就业见
习帮扶计划、青年文化空间建设行动、新

兴领域青年服务行动、平安课堂进校园
活动、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帮

扶行动、青年住房保障行动（如图）。

其中，开展“青少年之家”公益活动，

依托1048个“青少年之家”阵地，开设七
彩假期、红领巾学堂、暑期托管班等项
目，打通服务青少年的“最后一公里”，全

年服务青少年160万人次以上。

开展青少年主题健身系列赛事活
动包括，举办“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
年主题健身系列赛事活动 40项（次），

覆盖青少年不少于 50万人次；开展第
42届川渝“校园之春”文化艺术体育活

动，覆盖青年 20万人次以上，促进青少

年茁壮成长。

服务青少年心理健康包括，开展“5·
25大学生心理健康月活动”，覆盖青年

学生50万人次以上；建设心理健康社团
100个，全年为青少年提供个性化心理

健康服务不少于1.6万人次，让优质心理
健康服务惠及更多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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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就业创业、住房保障等实施10项青年民生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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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青少年之家”公益活动

依托1048个“青少年之家”阵地，开设
七彩假期、红领巾学堂、暑期托管班等项

目，全年服务青少年160万人次以上。

举办“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
题健身系列赛事活动 40项（次），覆盖青
少年不少于 50万人次；开展第 42届川渝

“校园之春”文化艺术体育活动，覆盖青

年20万人次以上。

22 青少年主题健身系列赛事活动

开展“5·25大学生心理健康月活动”，

覆盖青年学生50万人次以上；建设心理健
康社团100个，全年为青少年提供个性化

心理健康服务不少于1.6万人次。

33 服务青少年心理健康

开展“青春之约”“渝见·会聚良缘”
婚恋交友活动，实施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家和计划”、婚姻家庭指导服务，覆盖青

年不少于 5.6万人次；全年提供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10万人次以上。

44 服务青年婚恋交友活动

计划募集见习岗位 12万个，组织 3
万名以上青年见习提升能力；全年结对

帮扶不少于3200名低收入家庭大学毕业

生就业。

55 青年就业见习帮扶计划

66 青年文化空间建设行动

打造融合图书阅读、文化沙龙等特

色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100个，以青年需

求为核心，拓展特色城市空间。

77 新兴领域青年服务行动

开展“快递从业青年服务月”“青社学堂”
等系列活动，全年服务青年6万人次以上。

88 平安课堂进校园活动

加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检查和抽

查，开展平安课堂进校园活动，保护教育

青少年100万人次以上。

99 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帮扶行动

加大关爱保护力度，确保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率达100%；开展

“冬日阳光·温暖你我”新春关爱行动，帮助

农村留守儿童实现新年心愿3万个。

1010 青年住房保障行动

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8.1万套（间），
重点分布在轨道交通站点和商业商务

区、产业园区、校区、院区（医院）及周边，

进一步促进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2月
22日，我区第四届“味道南川”

美食文化节举行。活动评选

出 10个南川名店、10个南川名

菜、10个南川名小吃。

据了解，此次“味道南川”美
食文化节有76家餐饮店报名参

赛，共计 132道菜品，通过专家

评委、市民代表打分等方式，最
终评选出优秀的“南川名店”“南

川名菜”“南川名小吃”，更好地

挖掘南川特色美食，做靓“味道

南川”美食品牌，提升全区餐饮

业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促进行业
提档升级、做大做强。

“笋衣养生汇是结合大众需
求，加入南川方竹笋而制成的一

道菜品……”比赛现场，参赛厨
师龚杨峰向现场观众介绍起参
评菜品。一直以来，龚杨峰带领
的厨师团队，致力于对方竹笋
系列菜品的研发，通过蒸、炒、

煮、炸等方式制作出既适应大
众口味，又具有新鲜感的新式
方竹笋菜系。另一侧，馓子油

茶羹、腊肉盐菜麦块、油茶等具
有南川特色的传统小吃，吸引观

众拍照品尝。

炭火竹筒八宝饭、河水豆花、

金佛竹韵等菜品香气四溢，一道道

具有南川特色的菜品得到评委认
可。区餐饮住宿业协会厨师分会

会长张德剑说：“‘味道南川’的水

平逐年提高，今年参赛菜品与以往
不同的是，更多偏向于好推广、有

特色、大众化，不仅能参赛，还能走

进老百姓的餐桌，这样的菜品才是

能代表南川的好菜、好小吃。”

“培育特色餐饮品牌，打造
‘味道南川’新名片，是建设商文
旅体融合发展示范城市的重要抓
手之一。”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邓
正洪表示，将做好“推销员”，当好

“服务员”，聚力推进餐饮行业高

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对本次比赛

评选出的名店、名菜、名小吃加以
全方位宣传推介，让“味道南川”
走出去，让区内外更多消费者知
晓、享用南川美食。

区政协副主席曾葵出席活动。

我区举行第四届“味道南川”
美食文化节

十大名菜
鼓楼礼宴中心：富贵双味松鼠鱼
方竹印象：笋衣养生汇

金佛山药膳养生坊：清炖天麻狮子头
衡膳堂渡桥民宿酒店：衡膳叫花鸡
掌上感觉：黯然销魂掌

吴波平：金佛山珍
海丝曼酒店：云上方竹三部曲
兴隆饭店：一品白油方竹笋

大观原点酒店：方竹笋炖国宴狮子头

张大厨土鲫鱼：泡椒土鲫鱼

十大名小吃
骏腾小面：小河土鸡米粉
康美牛肉汤锅：恒都牛肉串

灯虎锅魁：麻辣鲜肉锅魁
乐烤音乐餐厅：雪花糯米糍
久酒老鸭汤：老馄饨
外婆家的麦块：腊肉盐菜麦块
香柴火民间菜：七彩空心大麻圆
好粥道：原汤乌鸡粥
傅记米粉：傅记米粉

韦豆花：豆腐丸子

十大名店
缀金佛民间菜
刘氏烧鸡公（凯撒店）
银杉火锅（时代商都店）
宗勤火锅总店
天星两江假日酒店

兴隆饭店总店
如初养生煲
香柴火民间菜
尚粤汇

笋山老林

南川区第四届“味道南川”
美食文化节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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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团在现场品尝南川特色菜品。 记者 聂灵灵 摄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 见
习记者 易浩然）2月 23日，来

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走进金
佛山开展“绿水青山·乡城南川”

主题采访采风活动，他们走进绝
壁栈道、金龟朝阳、古佛洞等景
点，感受余秋雨笔下“山即是佛，
佛即是山”的神秘，感受文化学
者蒙曼眼中“南川的味道，恰似
一句宋词，叫作‘人间有味是清

欢’”的特色，他们走进金佛山又
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不曾走过，就不知
你的美”

巍峨的金佛山，雾气朦胧，
四周白茫茫一片，身处其中，仿

佛置身于童话之境。冰柱、冰
瀑、冰挂等美丽景观随处可见，

而漫山遍野的雾凇更是赢得了
采风作家们的青睐，他们纷纷驻
足赏雪、拍照留念。

四川作协副主席、成都市川
剧研究院一级编剧张勇走在采
风团的前端，今天也是她第一次

来到金佛山。站在金龟朝阳观

景台上，她望着远处从云雾中探
出头的雪山，心中倍感震撼：“登
上金佛山以后，特别触动，白茫
茫的一片，仙雾缭绕，宛如人间
仙境。” 张勇曾在《伪装者》《天
衣无缝》《一触即发》等影视剧担
任编剧，她感慨道，作为一名编

剧，通常都是四面墙加一台电
脑，很难从闭塞的房间里走出
来，跟大自然亲近，今天的采风

让她非常开心，她也会向更多的
人宣传、推介金佛山。

绝壁栈道是金佛山的代表

性景点，这里云雾穿山而过，晴
时可一览众山，雾时可云端漫

步。栈道修建在海拔 2000多米
的垂直绝壁上，全长3.5公里，连

接了各处悬崖和洞穴，是国内海
拔最高的架空绝壁栈道。作家
们行走在绝壁之上，望着身旁飘
荡的云雾，心中惊叹不已。

采风团中有许多作家都是
北方人，从小生活在平原上，对

西南部的高山绝壁感到陌生又
惊奇。河北作协副主席、第八届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建东就是
其中之一。雾气、冰凌、高山，这
些景观让他兴奋不已：“我是从

北方过来的，北方的山去得多、
见得多、看得多，南方的山其实
也见过，但是这样的景色还是头

一次见。有雾、有冰、有潮气，我
觉得非常的惊艳。”这样奇异的

景观，也让他深感这次采风来对
了地方：“重庆的金佛山，使我对
山的印象，增加了一份新的理

解，对我们写作的人来说，也是
一种想象力的丰富。”

“美不止于此，待你
探寻”

初春金佛山的雾凇景观让
人难忘，作家们还沉浸在晶莹剔

透的树枝、冰挂中，赞叹玉树琼
枝的美景，穿行于绝壁栈道时，
一首首具有南川特色的山歌在
山间回荡，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啷个出来高又高？”“高
粱出来高又高”……在灵官洞，
市级非遗传承人邓孝平为大家
表演起大有山歌。大有山歌属
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金佛

山一带流传。作家们急忙拿出
手机记录下这特别的声音，兴起

之时也跟着哼唱、呼应起来。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激发创

作最好的内容。”湖南作协组联部
主任娄成听着大有山歌，忍不住
与同行人员分享起自己的感受，
他说：“好的作品，一定是你所看
到的原生态内容，并非经过加工
呈现出来，山歌就唱出了金佛山

一带人民的心声、唱出了他们对
未来的期盼，景色的美客观存在
着，生活的美需要我们去探寻。”

金佛山被誉为“天下第一桌
山”，已查明的动植物资源达

8085种，其中药用植物 4180种，
是名副其实的“生物基因库”“中
华药库”；每年8月底至9月初，盛

产的方竹笋也是闻名中外。南川
人民利用这些优势资源，发展中

药材产业、推广方竹笋美食，并将
这些做成旅游的伴手礼。

在金佛山假日酒店，一个个
依托金佛山中药材资源研制的香
囊，散发着阵阵药香；一幅幅用方
竹笋笋壳制作的笋衣画，惟妙惟

肖。安徽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

许春樵说：“藏在深山无人识，一
举成名天下知。深层次的美是一
种探寻，也是一种挖掘。南川人
民把大自然的赐予通过加工、研
究、创作变成物品，让更多的人知
晓、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不管身在
何地都能感受南川的文化与美。”

“创作源于生活最
朴实的感受”

“金佛山之行让我对生活有
了新的认识。”海南作协专职副

主席、秘书长王姹对此行颇为赞
赏，身为南方人的她，在创作方

面对南方的感悟较多，心里虽有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眼界，

却不知重庆还能有一方冰雪的
世界。

她了解到，金佛山有着优质
的冰雪旅游资源，成为南方人心
之向往的地方。王姹说：“看到
不一样的生活，激发了我对生活

的另一种认识，开辟了我创作的
新境界。”

一路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
家纷纷讨论着在金佛山的所见所
感，冰雪与原始森林完美结合，冬

天滑雪场的大汗淋漓，金佛山的
康养之行……金佛山就如同美好
的画卷一样存在着，作家们了解
到，金佛山有着杜鹃满山的春天、

苍翠碧绿的夏天、层林尽染的秋

天、漫天雪白的冬天，美得如诗如
画，美得千姿百态。

陕西作协创联部主任蔺晓东
说：“金佛山的美，带给南川人民
福气。他们享受着绿水青山带来
的福南川，在这一方土地上扎根
生活，南川人民也传承起金佛山
的文化，使南川拥有较为深厚的

文化底蕴，这让我们的心灵得到
升华，这就是我们创作的灵感。”

“惊艳和惊奇，是我此行最
深的感受。”内蒙古作协副秘书
长常健说，银杉、古银杏、杜鹃
王、方竹、古树茶“金佛山五绝”
惊艳奇绝，春赏花、夏避暑、秋观

叶、冬玩雪，四季缤纷、美不胜
收。我会将这些感受带给家乡
的作者们，让他们也来看看祖国

绿水青山的另一种美，从而创作
出更多、更好、更广的文学作品。

品南国雪原 寻创作源泉
中国作家开展“绿水青山·乡城南川”主题采访采风活动

图①：作家们在古佛洞采风。
图②：作家们在体验南川非遗文化。
图③：作家们在观赏金佛山雾凇。 记者 甘昊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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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的大背景下谋划

推动，着力构建景城乡融合发
展新格局，深化农村改革系统

集成，促进城乡资源自由流动。

丁中平强调，要切实加强党
的领导，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

发展提供坚强保证。要建强基
层组织，切实抓好带头人队伍建

设，着力打造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持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要

完善推进机制，完善全链条责任
落实机制，构建全方位考核监督

机制，创新全过程专班推进机

制。要强化人才、资金、土地等
要素保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有力支撑。要狠抓督促落

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
果导向，注重真抓实干、创先争

优，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施崇刚指出，要持续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完善帮扶政策体

系，增强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
力，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切实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和耕地保护红线。要大力推动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着力做强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做大农产品

加工业，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要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持续改善基础设施，不断增

进公共服务，提档升级乡村环
境，提质提效乡村治理。要强化

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用好农

业科技这个利器，抓住农村改革

这个关键，顺应城乡融合这个趋
势。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全力

抓好抗旱保水、春耕备耕和森林
防火。

（上接第一版）
提升城乡融合水平，打造康

养文旅“新高地”。以“康养+文
旅”为重点，依托乐村片区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推进
乐村兴茂、长青森林、山语涧、

云湖沉香等康养项目建设及配
套设施完善，打造农耕文化体

验项目和乡村振兴绿色蔬菜基
地，规范完善露营基地，打造星

级旅游民宿，创建集健康、旅

游、休闲、养生、乡村风情于一

体的康养产业聚集区，加快建
成康养旅游小镇，推动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做实文旅康养
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