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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蜡染是中国古老的传统印染方法之一，
被誉为“东方古老的艺术之花”。在武隆，浩
口苗族仡佬族乡的蜡染最为出名，又因当地
是重庆唯一的仡佬族乡镇而披上了一层神秘
色彩。

11月 21日，记者来到这个山乡，在一间
汇集了当地主要手艺人的蜡染工坊内却没看
到多少蜡染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呢？

“国庆节期间产品卖得太火了，还没来得
及补货呢。”浩口仡佬族蜡染市级非遗传承人
杨雷笑着说，因为蜡染，乡里多了不少游客。

唤醒
找寻断线的“时代记忆”

在武隆区浩口苗族仡佬族乡的田家寨，
十几户仡佬族人家依山而居，其族群、历史、
文化都充满着浓厚的神秘色彩，至今还保留
着“吃新节”“喂树（祭树）节”等仡佬族独有的
节日，以及蜡染、杨梅酒、老鹰茶等传统制作
技艺。

蜡染古称“蜡缬”，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
族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与绞缬（扎染）、
夹缬（镂空印花）并称为古代三大印花技艺。

传说中，浩口仡佬族村民的祖先，原居住
在贵州黔北高原一带，明末清初时逐渐在此
定居。

勤劳的仡佬族妇女也将传统的蜡染技术
带入此地，成为地方特色文化。然而，随着老
一辈村民的逐渐逝去，蜡染也面临着后继无
人的尴尬。

2009年，浩口乡改设浩口苗族仡佬族乡，浩
口苗族仡佬族乡中心小学校也按照要求，要开
设特色文化课程，这一任务落在了杨雷肩上。

“何不从蜡染入手？”杨雷说干就干。
当时，蜡染技艺在当地已经失传，杨雷查

阅了好些书籍后，却总是在染色环节不得要
领。纸上得来终觉浅，她只好沿着仡佬族人
迁徙的足迹，到贵州安顺、桐寨等地学习。

“其中在桐寨学习了一个月，让我受益匪
浅，怎么养缸、怎么发酵等知识都是在那里学
到的。”杨雷告诉记者，蜡染最关键的原材料
是蜡，“通过板蓝根、蓼蓝草等植物捣碎取汁，
再经自然氧化，就成了深沉雅致的靛蓝色，给
人以朴实厚重之感。”

传承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浩口乡场上，许多建筑都有了岁月的痕
迹，蜡染非遗传习所是为数不多的新建筑。

进入传习所，一楼是对仡佬族蜡染非遗
的简介和蜡染作品展示区，其中杨雷的作品
占据了“C位”。沿着木制的扶梯上到二楼，
便是制作蜡染的工坊。

当日，七八位“染娘”正在制作纱巾、床
单、手提包等产品，34岁的浩口村浩口组村
民黎莉园是其中之一，只见她手捏一把精致
小巧的蜡刀，聚精会神地在一块白布上勾
勒。随着蜡刀不停转动，一位身着民族服饰
的仡佬族姑娘便跃然布上。

黎莉园是广西贺州人，2011年嫁到浩口
后便一直留守在家，空闲时间很多。一天，她
接到了去乡里培训蜡染技艺的通知。

为她们授课的正是杨雷。当时，乡政府
为了将仡佬族蜡染非遗技艺传承的基础打得
更牢，就动员杨雷在学校开设工作室、兴趣课
堂和成人班，一方面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和技
能，另一方面也发掘孵化更多的传承人。

在那里，黎莉园同不少留守妇女一起，系
统学习了蜡染从画稿到点蜡，从染色到去蜡
的全过程，其中8位已在蜡染工坊里就业。

而学校的蜡染非遗课程也受到了孩子们
的欢迎。在学校二楼的蜡染陈列室里，靛蓝
为底，白色为纹的棉布、麻布、丝绸，或挂在墙
壁，或晾在衣杆。而另一侧柜子空格里，抱
枕、画框、手提包、桌布等蜡染文创产品整齐
摆放，清新质朴。

“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创作。”杨雷说，学校
的教材由她和老师们一手编制，分为高中低

三个阶段，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吸收文
化、传承技艺。

出圈
蜡染走进世博会

随着武隆对浩口仡佬族蜡染的宣传推广，
蜡染的名气越来越大，频繁在各大展览上亮相。

2019年，参加在成都举行的非遗国际博
览会，小试牛刀；

2020年，参加在济南举行的“第六届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广受关注；

2021年12月7日，在2020年迪拜世博会
中国馆“重庆活动日”上亮相；

……
随着浩口仡佬族蜡染的声名鹊起，越来

越多人将目光投及这个偏远山乡。
57岁的浩口村田家寨村民田茂军对此

感受颇深。田茂军是一名老兵，退伍后就到

了重庆主城做架子工，一干就是20多年。
3年多以前，他结束闯荡，携妻子返回家

乡。也正是在这一年，乡政府将田家寨的十
几栋民居进行了改造，在屋檐处围装了一圈
飞檐翘角装饰，在窗户上贴上了大小不一的
窗花，还改造了庭院。

刚开始，田茂军并不理解这样做的意
义。但很快游客便纷至沓来，他也从中受益。

尽管外出多年，但田茂军仍保留有制作
杨梅酒、老鹰茶的传统技艺。今年，25元/斤的
杨梅酒，他卖了三四百斤，老鹰茶也卖了好几
十斤，将游客的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杨雷也为此而高兴，“不只是因为赚了
钱，而是感觉蜡染得到了市场认可，甚至成为
了一个纽带，一个窗口。”她说。

11月27日，垫江高新区聚欣源鞋业
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赶制出口到欧美的
鞋子。

据了解，该公司与皮尔卡丹品牌长
期合作，年产20余万双鞋子，借助“一带
一路”的东风，全部出口到欧美地区。近
年来，垫江县抢抓机遇，积极拓展海外市
场，让鞋子、轮毂、线缆等产品走出国门。

垫江日报记者 龚长浩 摄

垫江

拓宽海外市场
助力产品出口

□ 沙坪坝报记者 裴梓臣

一山风动，一江潮涌，山与江之间的沙坪
坝，一幅天蓝、水碧、土净的生态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这两年，沙坪坝区紧扣中央部署、市委要
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用高水平生
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努
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美画卷。

升级提质
城市生态实现共建共享

溪水潺潺，波光掩映，梁滩河静静流淌，
从陈家桥街道虎电滨河公园缓缓经过。水面
映照里，两岸青堤绵延，市民沿溪徜徉。得益
于一条水质良好的溪河，这里居民的生活变
得生动起来。

梁滩河属嘉陵江一级支流，位于缙云山
脉和中梁山脉之间，全长约 88公里，其中沙
坪坝段约37公里，流经土主街道、青木关镇、
凤凰镇和回龙坝镇四个镇（街）。

沙坪坝区持续推进梁滩河水污染治理，
以“一年有变化、二年见成效”为目标，在争取
中央及市级资金支持的同时，还积极撬动社
会资金力量，投资约3.6亿元，治理河长31.74
公里，实施控源、截污、治污等整治措施，改善
河流水质、打造沿河生态带。

今年 3月，总投资 7600万元的龙凤河水
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开工建设，包含“生态涵养
区”“深度净化区”“河道缓冲区”3个实施区
域，建成后龙凤河及支流虎溪河水生态环境
将得到极大改善。

如今，梁滩河沙坪坝区段水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出境断面均值为 IV类，达到近年来
最好水平。梁滩河水质变好了，也为市民的
美丽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

着眼基础设施建设，沙坪坝区提前布局，
持续优化，强力推进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期工
程建设，井口、土主和西永污水处理厂三期扩
建，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0万吨/日。持续提升
污水处理能级，督促西永、土主污水处理厂将
污水处理厂出水主要指标的排放标准由一级
A标提升至地表水准 IV类标准。

着眼沿溪生态提质，沙坪坝区为群众提
供更多更丰富优质生态环境。启动贯通沙滨
路滴水岩至磁器口国富沙磁巷段“清水绿岸”
治理提升嘉陵江岸线生态修复、岸线治理及
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 81.39公顷，
岸线全长 5.3公里，总投资 6.8亿元。推进岸
线生态公园建设、公共空间打造和“一河一
策”统筹共治，坚持水岸共治、源头治理、标本
兼治思路，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水生态修复和
水环境质量提升，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嘉陵
江、清水溪、梁滩河流域特征着眼，高标准、高
质量推进水生态修复，赋予生态休闲景观功
能，不断提升河流生态自净能力，努力再现水
清岸绿、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增绿转型
生态治理引领山乡巨变

缙云山下，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
的三河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新路子。

保护自然生态本底，让绿色成为发展最
动人的底色。近年来，沙坪坝区从生态保护
入手、凭人居环境整治破局、以生态农旅产业
求长远，打造出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山野生态家园，让一个个如三河村一般的
普通乡村，实现了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天
下谁人不识君”的美丽蜕变。

归本溯源，是好生态引育出生态项目，让
乡村成为香饽饽、金疙瘩。

初秋，陆陆续续的研学团队前往中梁镇
的乡村，在这里感受自然，从自然中学到更多
知识；生态种植园里硕果累累，行行果木与青
山相映成趣，游人穿行在果林间收获满满；斐
然湖畔，金灿灿的向日葵铺满，打卡拍照的人
群络绎不绝……在这里大力发展的新时代乡
村产业，正在良好生态的孕育下茁壮成长。

“打造好了好生态，由此衍生的生态项目
自然落地，让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实现共赢。”
据沙坪坝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沙坪坝区正以研学为统领发展现代都市
农业，布局中梁山智慧田园板块、缙云山文创
产业板块和梁滩河百里生态画廊三大板块；
做强种植业、做优文创产业、做实“一二三”产
业融合；深化农村改革，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深
入推进“三社”融合，推动生产、供销、信用“三
位一体”融合发展，设立“红岩供销农产品展销
店”。在此基础上，18个生态产业、项目落地沙
坪坝，引领带动果蔬、民宿、农机、餐饮等产业发
展，成立专业合作社13个，带动5000余人抱团
发展，实现综合收入5000余万元。

腾笼换鸟
绿水青山实现美丽蝶变

深秋的歌乐山深处，两侧山岭如黛，槽谷
中阡陌相连，池塘、溶洞、暗河、溪流镶嵌其间，
如同一幅水墨画。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这
里却是小作坊满山，散乱污企业充斥其间。

2018年，歌乐山片区散乱污整治作为沙

坪坝区生态环保督察重要整治任务，散乱污
企业或整治提升或搬迁入园，400余万平方
米违法建筑得以拆除，歌乐山得以轻装上阵，
重新出发，并在产业转型、腾笼换鸟后，焕发
新生。

而今，歌乐山上的生态产业得以复苏发
展，仅歌乐村颐麓欢歌生态园，就由植物园、
采摘园、民宿、石林景观、老爷车展区等构成
了一座业态丰富的 1000亩田园综合体，每
年举办的赏花采果节，累计吸引游客 200万
人次。

歌乐山之变，只是沙坪坝区生态环境保
护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沙坪坝区以生态环
保督察整改为抓手，强力推进蓝天保卫战、

“散乱污”治理、缙云山生态搬迁等行动，累计
整治违规占地 2.3万平方米、违法建筑 1.1万
平方米，覆土复绿 6.5万平方米，治理废弃矿
坑 8座 520亩，修复搬迁宅基地 68处 3.4公
顷，累计植树造林约 2万株，新增林地草地
422.5亩，全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这是所
有沙坪坝人共同的感受。近年来，区域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创新高，达 315天。梁滩河西
西桥断面水质达 IV类，嘉陵江梁沱（左岸）断
面水质稳定保持Ⅱ类，2个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7个水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提升至 100%。全区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率达100%，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达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下一步，沙坪坝区将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振
兴，按照“迭代升级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
塑、治山、治岸、治城、治乡”总要求，打好长江
经济带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攻坚战，全力在
美丽重庆建设中展现新作为。

沙坪坝：把好生态写入美丽重庆的答卷里

武隆“神秘部落”盛开“艺术之花”
——蜡染让重庆唯一仡佬族乡走向世界

11月21日，阳光下的武隆区浩口乡，几位女性正在进行蜡染工作。
重庆日报记者 尹诗语 摄

初冬时节，开州区满月镇的乡村公路，在朝阳的映照
下，蜿蜒盘旋在彩林间，行驶在路上，犹如在画廊中穿行，
沿途风景美不胜收。

近年来，开州区持续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织密农
村公路路网，带动当地旅游、农业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的活力。 开州日报通讯员 易兴兵 摄

开州

多彩乡村路

□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11月 24日，记者从璧山区委网信办获悉，璧山已建
成量子保密通信成渝干线 355公里，助力川渝共建网络
安全产业高地。

前不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
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出炉，提出到 2025
年，推动川渝网络安全全产业链产值规模超 2000亿元，
加快培育一批重大创新载体，形成一批网络安全关键技
术、产品和服务创新成果，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川渝一
体化网络安全产业高地。

“当前，璧山正着力打造网络安全产业链，构建网络
安全产业示范园区。”璧山区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区在《重庆市璧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规划发展
量子通信相关产业，加快打造国家量子通信网络西部运
营中心、量子信息安全托管全国运营中心，探索量子通信
信息安全加密服务应用，拓展量子安全认证和量子加密
终端等新型应用场景，打造网络安全技术高地的目标。

“量子通信技术作为国家重点规划的前沿高新技术，
在保障数据安全、抗量子技术攻击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对构建稳定安全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璧山区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
续培育量子通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量子信息技
术在政务、医疗、金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
等行业应用，打造新型应用场景，构筑发展新优势，助力
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产业发展。

璧山

建成量子保密通信成渝干线355公里

□ 南川报记者 刘晓娟

近日，南川区人力社保局走进南川工业园区龙岩组
团，举办南川区 2023年“金秋招聘月”进园区、进厂区现
场招聘会。

“薪资待遇怎么样？”“上班包餐食吗？”招聘会现场，
求职者穿梭在各企业展区，认真阅读招聘信息，与工作人
员交流情况，询问工作时长、岗位要求、薪酬待遇，寻找适
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企业招聘者们详细解答求职者的疑
惑，介绍企业情况。

在工业园区举行招聘会，企业“下楼”到招聘摊位即
可“招兵买马”；求职者找到心仪岗位后，企业招聘人员会
开展现场面试，面试合格人员则会由送工进厂专车点对
点送往企业厂区进行试岗。这一厂门口的招聘形式，让
求职者在体验后纷纷表示很暖心。

“招聘会办在工业园区，可以直接去企业现场体验，
更直观地了解岗位适不适合自己。”求职者余先生在招聘
会上转了转，又去应聘企业走了一圈，他说，他所选企业
的生产车间既整洁又明亮，有五险一金，还有餐补和超勤
补贴，很不错。

据统计，本场招聘活动共有 15家企业参加，提供岗
位 275个，包括 IT工程师、会计、发货员、档案数字化文
员、电工、普工等多个岗位。活动现场有 310余人参会，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11人次。

南川

招聘会开到园区
群众厂门口找工作

□ 彭水日报记者 杨春燕

11月26日，彭水县绍庆街道过江村便民服务中心格
外热闹，村民们早早就来到广场上等待村集体经济辣椒
产业分红。

分红现场，登记、签字、发放现金……过江村村集体
经济辣椒产业分红活动正在进行着，工作人员有条不紊
地按照流程为村民发放分红金。

据绍庆街道过江村党支部书记牟保江介绍，这是村集
体经济第五次分红，他的心里非常高兴，接下来会撸起袖子
加油干，和大家一起共同开创村集体经济更加辉煌的明天。

“我今年种植了 3亩多的辣椒，一共采收了 4000余
斤，全部卖给了村集体经济公司，收入了 8000余元。”过
江村 4组村民牟翠兰说，获得了村里辣椒种植第二名的
荣誉，得到了奖品，非常高兴。

据了解，过江村从2023年村集体经济辣椒产业纯利
润中拿出 20%给老百姓分红，利润按照 2：4：4的比例分
红，1斤辣椒，村民除了卖到烘烤厂的收益，还能额外拿
到二毛钱左右的分红。

近年来，过江村坚持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撑，通过鼓励村民发展产业，进行规模
化、机械化、科学化种植等方式，聚焦做好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文章，多措并举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扩量提质增效，助
推村民增收致富。

彭水

集体经济结硕果 村民分红笑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