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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富玉 唐奕

近日，记者走进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
心的非遗文化实践基地看到，37岁的蜡染技艺秀山县县
级非遗传承人刘春林正在耐心地指导学生们制作蜡染作
品。桌面上，小电炉、蜡液、蜡刀、土碗、铅笔等工具一应
俱全，学生们聚精会神地操作着，一幅幅精美的蜡染画作
在他们手中逐渐成形。

“现在图案里上蜡的地方，脱蜡后会变成白色，这和我
们平时画画的方式不太一样。”刘春林一边示范，一边解
说。随着他的指引，学生们手中的蜡刀开始在布料上跳
跃，勾勒出各式各样的图案：蝴蝶、鱼、龙、小鹿、荷花……

蜡染是一种传统民间印染工艺，苗族蜡染技艺已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蜡染技艺大体分为五个步骤，构图、上蜡、染色、脱蜡、固
色漂洗，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手艺人的心血和智慧。即使是
最简单的图案，从绘图到制作完成也需要四五个小时。“手工
艺品就是需要用心打造，速度慢也足见其用心。”刘春林说。

近日，秀山县青少年之家非遗暑期公益培训开班，20
余名青少年来到非遗文化实践基地体验蜡染技艺。在刘
春林的指导下，青少年们不仅亲身体验了蜡染制作的完
整过程，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还深入了解了苗族的
历史和文化。“我是苗族人，但先前没有了解过蜡染这项
传统技艺，这次体验课让我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了更深
的了解。”初次体验蜡染课程的高中生曾语晴说。

秀山凤翔小学四年级学生张恒毅说：“这种用蜡作画
的方式和我平时画画不一样，不仅要注意蜡液的温度，还
要注意用力轻重，我觉得很有趣。”

近年来，秀山县依托非遗资源优势，大力推动非遗
“活态”传承，将非遗技艺融入青少年校外课堂、青年夜校
等活动中，推出秀山花灯、蜡染、龙凤花烛等非遗公益培
训。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课余生活，也为非遗
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只要有人愿意学，我都愿意教。有人一起做这件事，
我很开心。”刘春林说，非遗文化的传承需要更多年轻人参
与和努力，希望通过教学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蜡染技艺。

秀山

蜡染传情 非遗文化焕发新活力

7月10日，蜡染传承人刘春林（左二）在向青少年传
授染色技巧。 新华社记者 张子彧 摄

□ 万州时报记者 黄玉保 丁靳

7月9日清晨，沉睡的城市在机器的轰鸣
声中醒来，重庆江东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工程
师余海波来到车间，认真地对产线进行点检
以及状态确认。

余海波是开州人，2023年硕士毕业后通
过“渝东北大学生就业创业联盟”找到了理想
的工作，并迅速成长为公司技术骨干。

“我学的专业是机械电子工程，在学校
学的知识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余海波笑
着说。

其实，余海波的故事只是万州区深入
贯彻新时代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
措，抢抓大学毕业生求职重要“窗口期”，探
索区域就业协作新模式，实现大学生就业
服务从“最先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全链
条贯通，打造区域大学生就业“磁力场”的
一个缩影。

破除“舍近求远”困局
共赴“人才之约”

“人才是一个地区繁荣发展最为重要
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在万高校大学生

熟悉万州，了解家乡实际情况，在发挥才智
方面更具优势。”万州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
介绍，目前，万州区共有 8所高校、11所中
职学校，在校大学生 9.4万人，其中应届毕
业生 2.8 万人，规模居渝东北地区第一。
2021年以前，在万高校毕业生到东部沿海
省市就业人数占比高达 37.2%，留渝东北区
县就业率不足 5%。当时仅万州区重点产
业人才需求缺口超过 1700名，本地用人需
要跨省市招聘。

一边是求贤若渴，一边是“舍近求远”。
如何破解这一人才困局，留住在万高

校大学生这支具活力、富朝气、有潜力的创
新创造人才，稳步提高毕业生本地就业留
存率？

2023年年初，由万州区人力社保局牵
头，一场旨在促进交流、带动大学生就业创业
的渝东北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交流会在重庆
三峡学院举办，6所在万高校负责人和万州、
开州、梁平、巫溪、垫江等11个渝东北区县就
业和人才中心负责人齐聚万州，共商高校大
学生就业创业工作大计。

与会区县签订了大学生就业创业联盟合
作框架协议，推进在万高校与渝东北各区县
人社部门建立深度合作关系，促进高校大学

生留在渝东北、就在渝东北，切实为渝东北地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注入
人才活力。

2023年，蒋闯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场专
场招聘会上与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达成就业协议，目前其在公司担任技术研
发员。“离家近，专业对口，待遇也不错。”蒋
闯说，留在家乡发展，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
确的。

自 2023年以来，渝东北区县联合开展
大学生就业专场招聘活动 18场，组织用人
单位 1545家，提供岗位 48793个，帮助 6383
名大学生达成就业，在万高校大学生留渝
东北就业率提升至 17%，年均为渝东北其
他区县输送高校毕业生 4700余人。通过高
校毕业生等人力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破解
了渝东北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才瓶
颈，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实人才支撑。

做实“供给需求”台账
实现“无缝对接”

如何为用人单位“量体裁衣”，让大学毕
业生和用人单位能够互相“被看见”？

“省时、省力又省心。”华歌生物人事部
负责人王绮瑟介绍，2023年 5月中旬，公司
通过人社部门人才“供需台账”，希望引进 3
名重庆籍化工专业的研究生。1个月后，与
公司招聘条件高度匹配的 3名研究生完成
入职手续。

从 2023年开始，万州区联手渝东北区
县及对口支援省市人社部门，因地制宜、摸
清底数，通过召开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发放
调查问卷等方式，做实“供给与需求”两本
台账，充分考虑紧缺人才的专业背景、工作
经历、性格特点、爱好特长等因素，结合岗
位性质及能力要求，科学进行人岗匹配，充
分释放人才活力潜力，推动实现人才有效
供给。

为实现大学生就业方向高度精准、行业
企业用工需求高度归集，确保求职者和用人
单位高效匹配、无缝对接，万州探索出“人社
部门搭台+企业入校招聘+高校学生就业”的
区域就业协作新模式。从 2023年 5月至今，
通过融合各地人力资源产业园、人力资源市
场、零工市场等平台资源，实现岗位招聘、创
业扶持、专家指导等区域性共享，形成高等院
校8所、科研机构16所，各类中高级人才4万
人的人才服务体系。

把握“最先一公里”
打通“最后一公里”

7月 10日，记者在万州三峡创业孵化中
心见到“三心”教育创始人张迎春时，他正在
忙着与同事讨论一份文件。

“公司主要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培训、
健康产业等业务。”张迎春介绍，他从浙江
回到万州，接受孵化服务后开始自己创
业，仅 2023年，公司营业额就达到 2000多
万元。

不仅仅是张迎春，近两年时间，经创业孵
化中心推荐入驻万州电子商务产业园的小微
企业达12家，其创始人或合伙人大多是刚毕
业不久的大学生。

“不仅要把握留住人才、引进人才的‘最
先一公里’，更要打通服务人才的‘最后一公
里’，实现全链条贯通。”万州区就业人才中
心相关负责人称，2023年以来，万州区持续
开展“百千万”引才工程，印发《重庆英才（万
州）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关于吸引
年轻人来万就业创业的工作举措》，编印《万
州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服务手
册》，推动就业政策应知尽享，同时兑现用人
单位社保补贴 588.6万元、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 13.6 万元、在校求职创业补贴 664 万
元、就业见习补贴 195万元、公益性岗位补
贴 410万元，切实用“真金白银”让就业人员
享受政策红利。

同时，为推动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持续
增强，通过健全与上海市黄浦区、江苏省
南京市、浙江省宁波市等对口支援省市人
力资源开发利用机制，万州区逐渐形成了

“西力东送”“东才西引”工作格局，每年有
序输送近万名高校毕业生到东部沿海城
市就业。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
2024年 7月 5日，万州在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对接服务活动专场会
上明确提出，在加快制定《万州区支持青年人
才创新创业十条措施》的基础上，将努力为高
校毕业生提供展示才干的“最佳平台”、支持
就业的“最燃政策”、服务人才的“最优环境”，
着力将万州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宜学的
理想之地和大学生追逐梦想、实现价值的奋
斗之地。

□ 梁平日报记者 吴平 王雁

明月山，横亘于四川与重庆东部
交界处，全长 232 公里，海拔 700—
1000米，一边是重庆梁平区、长寿区、
垫江县，一边是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
及达州市达川区、大竹县、开江县。

长久以来，七区县地缘相近、人文
相亲，却因山脉阻隔，缺乏交流互通。

改变，从2020年开始。2020年1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决策部署。七
区县闻令而动、创新谋划，提出共建“明
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以打造全面践
行“两山论”示范样板为目标，积极融入
和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发力基础设施
交通不再有阻隔

“我们这里‘一脚踏三县’，小时候
到达川的亲戚家做客，要翻好几座山，
费时又费力。”梁平区新盛镇银杏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远明，对于明
月山带来的阻隔，体会很深。

银杏村北侧是达川区、东面是开
江县，很多村民都同刘远明一样，需要
翻山越岭走亲戚，十分期待打通前往
达川和开江的“出境路”。

无独有偶，达川区万家镇碗厂村，
同样有着打通到梁平“出境路”的渴
望。于是，在乡村道路修建时，碗厂村
特意将通往银杏村的道路多建了 600
米，但路宽仅3米，连错车都困难。

2022年8月，应群众需求，梁平区
对银杏村通往碗厂村的道路进行了修
缮，路面拓宽至 7.5米，进一步方便了
两地村民生产生活上的往来。

打通银杏村与碗厂村的“出境
路”，只是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破除
交通阻隔的一个缩影。

五年来，七区县坚持补齐短板、提
升功能，基础设施高效建设，路网持续
织密。明月大道、明月天香道路等相继
建成，梁平至四川开江高速公路全面通
车，串联重庆垫江、长寿及四川邻水的
明月山西麓旅游环线建成投用……明
月山正冲破交通的阻隔，走出大山，奔
向远方。

发力产业协同
增收不再有阻隔

2024年1月，川渝交界处的开江县

任市镇稻渔综合种稻田改造现场，梁平
区新盛镇村民周德生，正向当地村民刘
勇求取产业发展“真经”。

刘勇是任市镇有名的种养大户，
2023年 6月，他养虾 7.5万公斤，实现
产值 200余万元；10月，他种植的 600
吨水稻，又卖了160多万元。

周德生便是冲着这可观的收益，
前来“拜师”请教，准备“学成后”回乡
大干一番。

“我们已引导10个大户与部分散
户划出1500亩稻田，向任市镇学习‘稻
渔共生’水产联合综合种养。”新盛镇农
业服务中心主任谢挺介绍，目前，他们
与任市镇合作打造的开梁合作园，已初
步形成以水稻、油菜、小龙虾、大闸蟹等
多种农产品为主的特色产业体系。

新盛镇与任市镇协力共谋发展，
是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破除增收阻
隔的真实写照。

五年来，七区县坚持错位发展、优
势互补，产业升级协同创新。川渝合
作（达州·大竹）产业园、长寿经开区成
功纳入第二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
业合作示范园区，七区县规上工业产
值由 2019年的 2167亿元提高到 2023
年的2535亿元。

发力环境治理
共治不再有阻隔

6月 26日，川渝交界处的铜钵河
上，一艘巡逻船在平静的河面上走走
停停。船上，梁平区碧山镇党委书记
童俊、大竹县石桥铺镇党委书记彭豪
正共同巡河，发现问题，明晰责任，确
定整改措施。

铜钵河是长江 4级支流，发源于
大竹县观音镇共和村，进入梁平区七
星镇、碧山镇后再次进入大竹县，在达
川区金垭镇汇入州河，经渠江进嘉陵
江，干流长95公里，是梁平、达州两地
联系最为紧密、水系最为复杂的河流。

“以前的铜钵河可谓是‘臭名远
扬’。”在碧山镇村民何庆峰的记忆中，
当时的铜钵河河面到处都是垃圾。“根
本没人管，川渝两地以河中心为界，哪
一边都说不是自己的责任，都不管！”
何庆峰说。

变化始于川渝两地开展的联防联
控。梁平区与大竹县不仅完善了生态
环境共治的机制，更相继投入 6.89亿
元，实施 57个生态环境治理项目，让
铜钵河逐步重现河中水鸟游弋、岸边
花团锦簇的景象。

除了铜钵河，龙溪河、大洪河、新
盛河等七区县共有河流水质也呈现出
持续向好态势。依托这些河流，七区
县正着力打造川渝合作美丽河湖生态
旅游示范带。

五年来，七区县坚持共同保护、联合
治理，生态屏障得以持续筑牢。如今，
七区县森林覆盖率由2019年的42.2%
提升至2023年的43.6%，地表水水质达
到水环境功能区要求比例达100%，城
区空气质量优良平均天数由2019年的
324天提高到了2023年的333天。

发力公共服务
共享不再有阻隔

6月 29日上午 10时许，梁平区新
盛镇“新盛——任市”公交发车点，背
着背篼的老人、双手提着一大口袋菜
的年轻人陆续登车，准备前往开江县
任市镇。

“以前这趟线是客运班车在跑，票
价5元，现在可以坐公交车，只要3元，
车也比以前多。”72岁的村民汪三文，
对这趟线路很熟悉，他常到任市镇走
亲戚，跨省公交线路的开通，给他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自 2020年 5月开行以来，这趟跨
省（市）公交已稳定运行4年多。“我们
的发车相比客运班车频次高很多，更
有助于沿线居民出行。”公交车驾驶员
李上勇介绍。

除了跨省公交，“川渝通办”的加
快推进，也让七区县的群众有了更多
获得感。43项便捷生活行动举措全
面实施，311项“川渝通办”政务服务
事项全部实现同标准办理……

五年来，七区县坚持改善民生、增
进福祉，持续做优做实公共服务，在医
疗卫生、学校教育、人力资源等方面深
化合作，破除公共服务壁垒，聚力打造
一体惠民的便捷生活圈。

打破交通壁垒、推动产业融合、
实施环境共治、协力改善民生……
五年时间，七区县同舟共济、抱团发
展，协力托举起明月山区域 7200平
方公里、600 多万人口快速向前奔
跑，将一个个“交流阻隔”逐步变为

“发展纽带”。
如今，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经

济总量已由 2019年的 2610亿元增长
为2023年的3240亿元，占川渝两省市
经济总量比重由 3.1%提升至 3.58%。
一个更具期待的未来，正在七区县人
民眼前徐徐展开……

川渝七区县变“交流阻隔”为“发展纽带”

万州牵头打造区域大学生就业“磁力场”

三峡人才节大型招聘会现场人山人海。万州时报记者 付作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