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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9日，重庆市巫山县，一辆辆汽车行驶在红叶映衬下的乡村公路上。
红叶是巫山冬季旅游的一张“名片”，近年来，当地结合“四好农村路”建设，将公路延伸到红叶景区，不仅方便了客

人观赏，更有效地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王忠虎摄

□本报记者赵蝶 11 月 28 日，2023 年熊猫巴斯
和平友好论坛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举
行。本届论坛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
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四川省
外事办公室、都江堰市人民政府承
办。

本届论坛以“友好交往 共享和
平”为主题，来自美国、意大利、比利
时、卡塔尔、摩洛哥、斯里兰卡等国
友好人士，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四川
省农业农村厅、四川省林业和草原
局和成都市友协等部门负责人、专
家学者、相关机构代表等约 200人
出席论坛。

熊猫巴斯是中外民间交往的
“和平使者”，2019年在福州举办的
2019巴斯文化论坛，树植了巴斯文
化公共外交文化品牌。本届论坛基
于巴斯文化公共外交文化品牌的影
响力，向国际社会再叙熊猫巴斯的
传奇故事，打造民间交流平台，促进
民心相通。同时以此为契机，推动地
球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生物多

样性，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

在熊猫巴斯和平友好论坛主题
演讲环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
长欧伦斯、美国圣地亚哥动植物联
盟总裁兼 CEO潘礼邦、比利时天堂
动物园董事长董博、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生、美国 21
世纪战略复兴学会总裁米沛力、美
国华盛顿州熊猫基金会联合主席周
树琪、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马意
骏分别作主旨演讲。

论坛现场还发布了《都江堰巴
斯宣言》，明确熊猫巴斯和平友好论
坛是国际性公益平台的定位，其会
址永久落户都江堰。此外，论坛现场
还正式启动了熊猫巴斯影像计划。

据悉，11月 28日至 12月 2日，
论坛还开展“和平文化的艺术交流
与文化传播”主题沙龙、“熊猫巴斯
和平友好论坛主题写生”等配套活
动。

（主办方供图）

下午，感觉一丝凉意
到常去的滨江公园漫步
晒一晒暖阳

宽阔碧蓝的长江很大气
允许划桨的人，冬泳的人
搭建水上舞台
把海边的风景搬到这里

来公园的人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慢享时光
其中，一位老人
把太极拳从春天
一直打到了冬季

岸坡边，草地上
一些草木渐显苍老
绽放的鬼针草，萼距花
引来蜜蜂，蝴蝶，小姑娘
上演了一出恋花戏

我迎着最在意的太阳
缓步前行
仿佛看见太阳从江面
疾驰而来
与我撞了个满怀

转过身去，我发现
影子同样在手舞足蹈
回眸再看
无论角度如何变换
太阳和我之间
始终有一条金色大道

冬日的太阳最懂人心
只要你在意
它会在最短的距离内
与你双向奔赴

静谧的初冬

凭栏远眺，龙河
从山的深处款款而来
似一面拐着弯的镜子
把蓝天揽入怀里
此刻，一条泛光的玉带
向峡谷尽头延伸

山的最远处
遮住了山的那边
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
干脆用目光作画
把远虚近实的山水
嵌入眼帘

山坡上的灰瓦白墙
沐浴着初冬暖阳
远处传来的鸡犬声
零星的袅袅炊烟
刚好和着我的心境

眼底下的树叶
在微风吹拂下摇曳
秋天把绿色收走了
它用阳光来织衣
以火一般的颜色
温暖不远处的寒冬

我看到，水面上
突然冒出几束亮光
向前移动，不用细想
那一定是
一群鱼儿跃出水面
亲吻阳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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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巴斯影像计划
在四川都江堰启动

德阳市 2023“乡村音乐行”
走进旌阳区新中镇龙居村

近日，德阳市 2023“乡村音乐行”文艺惠
民演出走进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新中镇龙居
村，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了一场精彩的文化
盛宴。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四
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以饱满的
热情为大家带来了 10余个精彩节目，扎实的
唱功、优美的舞姿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
“今天的节目很有活力，让我们老年人感

受到了年轻人的朝气。”村民李有隆说。村民
姜必元表示，“在家门口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
节目，真真切切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希望
今后多多举办。”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德阳市委宣传部指
导，德阳市文联、四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
主办，旌阳区文联、德阳市音乐家协会、新中
镇人民政府承办，旨在进一步丰富广大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群众在精神文化层面上
有更多的充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曾妮王艺衡本报记者高明山李鹏飞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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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强环街（昭青里）位于四川成都
市成华区青龙街道昭青路社区，起于
致强路与致强环街交叉路口，止于致
顺路，全长约 560米，宽 16米。“昭”即
“先导日出”希望的起始，为“晨曦”；
“青”即“出于蓝更胜于蓝”，为“超越”，
“昭青”的寓意为愿景和期望。致强环
街（昭青里）凝结着老百姓的愿景和期
望，串联起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022年，致强环街（昭青里）获
2022年春季成都市“最美街道”称号。
如今，来到青龙场，走进昭青里特色街
区，致强环街灰白的墙面、古风的牌
坊、艺术与色彩交融的壁画，在绿茵的
遮掩下，构筑起成华区背街小巷的美
学空间。

在这里，不仅能看到现代城市的
步步叠新，还能读出独属青龙场的“城
市记忆”。越往街道深处走，有关街道
变迁的“成长”记忆就越发鲜活：不论
是拥有百年历史的“非遗”美食温鸭
子、人声鼎沸的老茶馆，还是停靠在林
荫下的老式自行车、藏在树林里的“熊
猫滚滚”元素，都一一呈现在全新改造
的街面两侧，在唤醒美好回忆的同时，

与历史交融碰撞，展现着古今辉映的
意趣。

沿步行街而下，是昭青路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中心内设置有党员之家、
解忧小站、儿童之家、文创空间、智慧
社区工作室、健康中心等十余个功能
室，让居民办事更便捷、更智能。无论
是休闲健身、运动娱乐的活力，还是独
具烟火气息的消费新场景，都能在成
华区昭青里特色街区找到。

如何让这条背街小巷重现新的活
力？怎样打造让群众满意的“民心工
程”？据街道办负责人介绍，成华区特
别组建了由街道、社区、设计团队、辖
区单位和居民代表为主要成员的规划
众创组，线上线下收集意见和建议。最
终确定打造一个以生态环境美、心灵
行为美、空间场景美、社区生活美“四
美”为核心，集文化展示、生活服务、技
能培训、科创体验、公益活动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体验式街区美学应用空间。

一点一滴的变化，让生活在这里
的人喜不自禁。昭青里特色街区还融
入了微绿地、小游园等社区公共休闲
活动场所，形成“金角银边、错落有致”

的城市空间形态。“以前，道路狭窄、泥
泞，两边还有很多卖菜的商贩，现在不
仅宽敞，还很漂亮了。”家住青乐苑的
老住户薛阿姨道出了心声，“大半辈子
都从这个巷子穿过，现在我们老了，又
在青龙的变化中找到了旧时记忆，生
活在这里，幸福感很强！”

此外，为让通勤、通学更加便利，
成都公交还在致强环街与八里庄地铁

站之间开设了“区间车”71路，有效提
升公交“连轨网”服务，满足市民多元
化出行需求。

品味街巷文明，感受烟火市集，共
创生态宜居、环境优美、生活幸福、城
市文明的美好家园，让美好生活可感
可及。漫步“最美街道”致强环街，寻
找有文化、有活力、有生活特色的青龙
场记忆。

致强环街：
独属于青龙街的“城市记忆”

□本报记者马工枚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