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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广大雕客们的高素质
就业创业，大足石刻文创园积极探
索、锐意创新，已初步形成一套行之
有效劳务输出和就业创业新模式。

一是与国内外291家雕塑企业、
园林景观公司、石材矿山、旅游景区
等建立长期用人合作关系。二是与
福建惠安、广东云浮、云南、浙江青
田、山东莱州及嘉祥、贵州安顺、四
川雅安及广元等11个石雕、玉雕、石
材重点产区达成定向培育合作。三
是与国内广东、福建等33家人力资
源公司建立“大足雕客”人事代理机
制。四是依托大足文创园自身用工
消化功实现就业，利用企业服务中
心优势，组织企业参观考察实训基
地在培高校、中职学生，同时组织在
培人员到园区企业进行参观学习的
双向选择模式，实现园区内就业，预
计三年内将增长至6千人。

目前，“大足雕客”走四方，遍布
广东、福建、河北、山东、浙江、四川、
云南等10余个省及全球9个国家和
地区，创业从业人员达 11万余人，
年创收达200亿元。其中从事精品
小雕从业人员4.8万人，从事市政雕
塑、文化广场、红色纪念雕塑工程 6
万余人。

大足雕客黄珍学带领五六十人
在负责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陈列
馆的石雕雕刻工作，他的团队历时
三年，包揽设计、制作，雕刻百家姓、
苏轼三父子、四大发明、禅宗六祖等
众多高达 2米至 5米的大型石雕物
件。去年，该项目完工，精美生动的
石雕作品，给进入三苏文化陈列馆
的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足石雕首席传承人刘能风，
带领20多名大足石匠，历时两年半
完成重庆市荣昌区万灵大佛的雕刻
工作。该佛坐像高达 21.9米，观者
无不为之震撼。“这项工程的大工日
工资为 500元，小工日工资为 300
元。”刘能风介绍。

这段时间，重庆市正在实施两
江四岸江滩治理项目。重庆足鼎雕
塑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其中的石
雕项目，雕刻 63.87米的大型石雕

“母亲的歌谣”。“这个项目将历时两
年，用工达到100余人，主要都是大
足的石匠。”该公司负责人透露。

……
众多的大足石雕匠人，他们奔走

在全国各地，用踏实肯干的作风和优
质精美的石雕作品，擦亮了“大足雕
客”品牌，受到业界的普遍赞扬。

在大足，类似姜云星这样怀揣
创业梦想的石雕匠人还有很多，在
大足区文创园的帮助下，他们借助
优质平台，勇敢迈出了创业第一步。

据悉，大足石刻文创园主要是
从三个方面着手，提高广大“大足雕
客”的创业能力。

一是充分利用园区孵化中心职
能，聘请知名教授、国家级创业导
师、行业专家、优秀企业家等对创业

“雕客”进行创业培训和创业孵化指
导，年培育创业主体173个。

二是园区牵头在2020年成立了
“大足雕刻协会”，吸纳中、高级雕客
及创业会员569人，让协会成为广大
雕管客及创业者建言献策的平台。

三是雕刻协会牵头在国内一线
城市北京、上海、广东部分展会现场
167场次，在英国、美国、法国等 19
个国家和地区举行 36场国际文创
产品、雕刻技艺巡回展，有效提升了

“大足雕客”的国内国际影响力。目
前“大足雕客”获得国家级个人奖项
56项，省部级奖项283项，拥有知识
产权160余项。产品得到了社会各
届的高度认可，多年来获得各类奖
项547余项，提高了大足石雕及“大
足雕客”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大足石雕匠人杨家盛，原本是
大足石刻文化创意投资有限公司的
一名雕刻工匠。他学的是家传手
艺，自幼跟从父亲学艺，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在几年前的一个大足石刻
石雕工艺培训班上，他结识了一帮
志同道合的青年石雕匠人。培训结
束后，杨家盛相约 10多名同班学
员，成立了重庆鼎楼雕塑有限公司，
独立承接雕刻工程项目。他的公司
引进了数控雕刻设备，并于2020年
入驻大足石刻文创园经营。现在企
业运营良好，2021年的年产值达到
500万元。

集中输出 形成雕客“主力军”

抱团创业 建立品牌新高地

大足“雕客”
□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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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雕作品观音像

石雕作品《硕果累累》

刘能风正在雕刻作品。

大足区坐拥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是著名的石雕艺术之乡。大足石雕技艺在唐宋时期随着大足石刻工程的推
进而达至巅峰，而后传承千年，如今收录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大足，一帮国手级的石雕匠人弘扬工
匠精神，常年坚持潜心埋首创作，在他们手下，一件件精美的石雕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

“把大足石刻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近年来大足区立足非遗文化资源、深挖传统雕刻工艺、充分结合市场和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需求，科学主导和因势利导，创建大足石刻文创园，通过人力部门与园区联手，探索形成“统一招募、
组织培育、抱团创业、集中输出”的模式，走出了劳务品牌促就业增收的新路子。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大足雕客”，成为
石雕创作领域的一支劲旅。

走四方

大足石雕从业人员数以万计，
不过长期以来，都是单打独斗、各自
为阵，不利于现代石雕人才的快

速高效培育，不适应行业升
级发展需求。

为此，大足区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局打出组合
拳，创立“大足雕客”统一
劳务品牌，把民间雕刻工
匠、大中院校毕业生和新生
代劳动力做为产业人才生

力军，建立统一招募渠道，促进就近
就地能增收。

“我们对石雕匠人进行统一招
募，包括招募学校学员、招募企业职
工。一方面，组织石雕技能培训学校
统一招募学员，进行现代石雕技能的
培训；另一方面，牵线搭桥，让现代石
雕人才与雕刻企业的精准对接，帮助
石雕人才就业。”大足区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局长蒋世惠介绍。

蒋世惠告诉记者，大足石雕匠
人的传统培养方式一般是家传式或
学徒制，随着现代工艺引入传统石

雕行业，例如数控雕刻技术改变了
石雕制作的工艺，需要石雕匠人进
现代学校去接受专业培训，以此来
提高石雕人才的培养效率。大足区
人力社保局通过对全区石雕匠人进
行摸底调查，建立匠人名单，详细登
记石雕人员信息和技能评价，精准
引导其中的新生代石雕工匠去大足
区职业教育中心从事现代石雕技能
培训。为解决在校学生的就业问
题，该局还组织雕塑企业定期进校
园招聘石雕专业的学生，光是近三
年就在大足招聘了三千多名石雕专
业学生。

“诸如，重庆市内的重庆莲山公
共艺术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
富瑞经典雕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会到四川美术学院、大足区职业教
育中心定向招聘毕业生。”蒋世惠说
介绍，这样的公司很多，以重庆楼顶
雕塑有限公司为例，几年前，他们在
大足区职教中心招了 3名毕业生，
已经在公司待了三、四年，日薪为
400元。

如何培育现代石雕人才？记者
获悉，大足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主要采用四种方式。

首先是依托大足石刻文创园与
美院合作契机，加强大足工匠技能
提升培育。2022年，大足石刻文创
园与川美造型艺术学院签订教学研
创实践基地，采用“高校+园区+工
匠”的培育模式，吸纳高校艺术类学
生到园区接受国家级石雕石刻及工
艺美术大师的专业培训与实践熏
陶，充分培育高校学生的艺术创作
水平及实践动手能力，实现高校理
论教学与园区实践的有机结合，在
有效提升高校学生雕刻技能水平的
同时有力促进一个学生向雕刻工匠
的转变。每年可以培育中高级雕刻
人才500人以上。

今年 6月份以来，国家艺术基
金 2022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
目——“大足石雕技艺传承与创新
艺术人才培养”培训班正在大足石
刻文创园授课，30名来自全国多地
的石雕艺术工作者参加培训。在这
个培训班，包括四川美术学院名师
在内的艺术家解读大足石刻和大足
石雕的技艺，讲解石刻造型艺术，提
升学员的传统美学鉴赏能力。

拥有 10年石雕从业经验的大
足区石刻协会会长段勇是其中的一
名学员，这个高水平的培训班给段
勇带来强烈感受。“这次培训，我收
获颇丰。原本我没有建立自己的知
识体系，通过这次系统性的学习，丰
富了我的知识储备，提高了审美能
力和创作能力。下一步我将结合本

土文化，创作大足本地的石雕作
品。”段勇兴奋地说道。

其次是与大足区职业教育中心
合作开设石雕石刻艺术专业。在
市、区两级教委的大力支持下，为了
更好实现教育为地方特色经济服
务，大足区职业教育中心获批开设
石雕石刻艺术专业，为了加强学生
学习实训基础设置建设，园区投入
专项资金 500万元专门建立了大足
石刻文创产业公共实训基地，打造
石雕石刻培育机房，为其学生提供
石雕技艺专项实训。每年培育三年
制中职学生1000人。

第三条途径是充分发挥公司雕
刻工艺大师实训经验，与复旦大学、
川美等高校雕塑专业合作，选派国
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进高校合作培
育，每年为高校学生进行雕刻实操
指导、传统雕刻技艺指导及授课在
400学时以上，为高校学生尽快掌
握雕刻技法及工艺美学的提升作出
积极贡献。

另外，在大足区人力社保局、大
足区农业农村委等多个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大足还充分利用园区内文企
业，采用新型学徒制方式对低收入人
群、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
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技能培训，
年培训就业困难人群300人以上，至
今已经累计培育并成功就业创业的
就业困难人员超过2000人。

“大足区残疾人士姜云星通过
这种专业化的培育，现在已走上了
就业创业之路，他的石雕企业年收
入已超过100万元。”蒋世惠介绍。

组织培育 打造人才“生力军”

统一招募 集结产业“预备役”

石雕作品《托钵罗汉》

姜晓进（右）与同事一起创作。

川渝石刻文创产业综合实训基地内，学生正在雕刻。

石雕作品《单龙戏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