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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汪予涵

日前，重庆再次启动市级非遗的申报工
作，其中明确要求申报项目必须是活态项
目。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求报名的非遗项目
必须是“活的”。

为啥有这项硬标准？8月9日，市文物局
非遗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让非遗“活”起来，从
古老的岁月中苏醒，走进人民的生活，这样的
传承才会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新申报项目必须是“活的”，那么已经成
为市级非遗的项目活得如何？连日来，记者
就此进行了走访，探寻市级非遗活出的百样

“人生”。

教徒弟
非遗“活下去”重要的是人而非物

“非遗的保护核心是‘人’，是人的‘技艺
和知识’，而不是‘物’。”7月25日，在2024年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训会的首
堂课上，国家非遗展览展示研究中心专家委
员会主任、研究员马盛德一语道出非遗保护
的重点所在。

就在马盛德向重庆非遗保护的从业者
阐述非遗保护的核心理念时，重庆开州博物
馆内，20余名青少年正在传承人王友富的带
领下学习市级非遗开县冰薄月饼传统制作
技艺。

擀面皮、包馅儿，用酥锤“严刑拷打”，
汤圆状的月饼胚瞬间成了饼状……在王
友富的指导下，孩子们不仅参与了冰薄月
饼的制作，还详细了解其馅料加工背后的
不易。

如果说王友富的“教徒弟”只是“玩票”性

质，那么走进位于万盛老街的先奎棕编工作
室，“师傅带徒弟”已是这里的常态。

在这个工作室内，每天有七八个徒弟围
着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巴渝棕编（老黑山传
统棕编）的传承人王先奎学习棕编技艺。大
家兴致勃勃，王先奎也耐心地讲解棕编的绕
缠、压线、打结的基本方法、技巧以及复杂的
变化过程。

这只是王先奎收的众多徒弟中的极小一
部分。从2021年开始，王先奎带着他的棕编
技艺先后走进万盛职教中心、重庆市第 104
中学、万盛小学、中盛小学等中小学授课。今
年，王先奎已经开始将自己的技艺编写成本
土教材，“今后，棕编技艺将‘散作满天星’，越
来越多的青少年可以通过书本了解和学习巴
渝棕编。”

教徒弟，已经成为重庆市级非遗“活起
来”的重要途径之一。市文物局非遗处相关
负责人说，目前，重庆正着力加强非遗队伍
建设，积极推动非遗相关课程进校园，以必
修课或选修课形式纳入相关学校人才培养，
推动学校非遗大师工作室建设，为校内师生
积极搭建实践平台，壮大人才队伍，培育非
遗人才。

摆摊儿
用“指尖经济”养活“指尖技艺”

6月8日，“非遗购物节·第九届重庆非物
质文化遗产暨老字号博览会”在九龙坡区杨
家坪步行街举行。

城口老腊肉、合川桃片、永川豆豉、黄大
嫂红豆腐、鸡鸣贡茶等近 200个非遗代表性
项目、老字号及文创产品亮相，吸引众多市民
游客前来参观选购。

从“养在深闺”到“外出练摊”，不少市级
非遗开始走出工坊走上街头，用“指尖经济”
养活“指尖技艺”。

在酉阳花田乡何家岩村酉州苗绣非遗工
坊内，绣娘们三五成群围坐一圈，飞针走线、
穿针勾挑，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案在绣绷上
逐渐成形。

“我的幸福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绣
娘吴玉华说，她曾经是县城的一名保洁
员，听说在家门口也能挣钱，她便回到了
村子，成为一名绣娘。如今，她不仅有了
稳定的收入，还能照顾家人，生活更加充
实和幸福。

吴玉华说，这里的绣娘大多是本村的
留守妇女或残疾人。近年来，村里通过

“公司+工坊+乡村绣娘”的模式，免费将非
遗技艺传授给村里的留守妇女和残疾人，
将苗绣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实现了增
收致富。

同样的画面也在磁器口古镇呈现：一方
绢布前，一枚绣花针，穿花纳锦，描龙制凤，仲
秋河林间的斑斓美景活灵活现……位于磁器
口的巧渝绣坊内，沙磁乱针绣传承人闫永霞
静坐其间。

作为重庆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之一，沙磁乱针绣从工坊内走了
出来，将单纯的工艺欣赏品蜕变为多元的生
活实用物，通过小小的店面，让“非遗”在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活”起来。

不仅自己开店，闫永霞也支持学生开
店、出售绣品，甚至帮着学生出售绣品，只
为给学生们增加收入，提升成就感。在她
看来，这也是推动刺绣文化传承的另一种
方式。

市文物局非遗处相关负责人说，为加大
我市非遗与其他省市文化交流，重庆举办了
非遗大集活动，搭建了“茶和天下、共享非遗”

“非遗美食馆”“帐篷非遗集市”“非遗演艺”等
专区，让非遗传承人与市民面对面，促进“指
尖技艺”产生更多的“指尖经济”。

办企业
发布机会清单，让小作坊

“活”成大企业

城口县鸡鸣乡金岩村，重庆市城口县鸡
鸣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加工车间里，4条全自
动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对鲜茶叶进行杀青、揉
捻、烘干处理。

2016年 6月，鸡鸣贡茶传统制作技艺入
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鸡鸣茶
业公司开始研制以鸡鸣贡茶为主的黄大茶、
鸡鸣火红、紧压黄茶等系列新产品，茶叶自动
化生产线从1条增加至4条。

贺怀修是土生土长的金岩村人，家里
种植了 2亩茶树。农闲时，她在鸡鸣茶业
公司打工，“2023年，我家的茶叶采摘后卖
给鸡鸣茶业公司，收入近 1万元。加上在
鸡鸣茶业公司打工，这 2项加起来年增收
近 5万元。”

如今，在金岩村，像贺怀修一样在家门口
打工挣钱的村民不在少数。2023年，鸡鸣茶
业公司为金岩村及附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42个，生产高峰期吸纳临时务工人员74人。

同时，该企业与 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签
订茶叶订单收购协议，带动鸡鸣乡及周边乡
镇的23个村、1600余户农户增收。

在重庆，运用市级非遗开办的企业遍布
所有区县。

重庆市黔江区土家族农家有手工制作绿
豆粉的历史，其制作技艺被列入重庆市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黔江区阿蓬江镇细水村 40多岁的土家
族村民冯国旗从小跟父母学做绿豆粉，为了
更有效率地生产绿豆粉，冯国旗发明了绿豆
粉烙粉丝加工装置并获得发明专利，将传统
手工工艺与现代机械化生产相结合。他开办
的专门生产绿豆粉的食品企业，吸纳村民在
车间务工，帮助他们增收致富。

冯国旗在生产鲜绿豆粉的同时，还研发
出牛肉、酸菜、酱杂等 10多个品种的绿豆粉
方便面。目前，绿豆粉方便面产品已销往全
国各地，年产值200多万元。

今年，川渝两地联手发布了巴蜀非遗品
牌机会清单，通过此次清单发布，作坊式的非
遗品牌可以寻找校企合作、联合投资、合作运
营、智力合作、品牌入驻、人才招引等机会。

“我们希望通过机会清单的发布，为非遗项目
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推动非遗传承和
保护走得更远更好。”市文物局非遗处相关负
责人说。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王庆香 王昱聪）无论
是在网上还是线下，购买大型货物都离不开如何送货这
个问题，特别是在消费者收货的“最后一公里”，是各方

“扯皮”的集中地。大足区一名搬运工在未采取相应安全
措施的情况下搬运钢琴被砸到头部，住院 11天后死亡，
其家属将钢琴顾客、卖家、承运公司等起诉至法院。近
日，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搬运工承担 85%主要责任，承
运公司承担15%次要责任。

据了解，2022年7月，顾客杨某在某公司网店购买一
台钢琴，收货地址是杨某位于大足的家中。几天后，钢琴
抵达某承运公司位于大足区的仓库，搬运工肖某与杨某
约定送货时间后，肖某自行找来帮工人员张某、阳某搬运
钢琴。

在三人合力将钢琴箱子的一头斜放在三轮车的货斗
上，打算将钢琴抬上三轮车时，阳某突然喊“抬不起了”并
放手，此时钢琴箱子已被抬到一定高度，肖某躲闪不及，头
压在了下面。张某、阳某将肖某拉出来后拨打了报警和急
救电话，但肖某住院治疗后仍不治身亡。

肖某家属将杨某、某公司、某承运公司及张某、阳某
起诉至大足区人民法院，要求各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等
共计127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钢琴卖家某公司在其网店详情
页售卖信息来看，顾客杨某享受送货上门服务。死者肖某
从某承运公司搬运货物，由该承运公司支付报酬，因此与
肖某成立承揽关系的是某承运公司，而不是消费者杨某。

肖某作为一名有着长期搬运重物经验的搬运工，明
知钢琴加上外包装接近 300公斤，仍在未具备专业的起
重搬运工具情况下，同张某、阳某徒手搬运钢琴，明显存
在极大的安全风险，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综合以上因素，肖某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
被告某承运公司将钢琴这类大件物品交由不具备搬运条
件的肖某作业完成，存在选人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

最终，法院认定肖某死亡后产生的损失为 95万余
元，判决某承运公司赔偿给原告14万余元。被告某承运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起诉，维持原判。

“安全无小事，生命重于山。”承办法官表示，货物搬
运工作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物流公司在与搬运人员建
立承揽关系时，要注意相关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作业资质
和安全作业条件，避免在搬运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同
时，搬运人员也应当在搬运前做好安全保障工作，合理评
估自身作业能力，避免人伤货损的情况发生。

教徒弟、摆摊儿、办企业，在活态传承中有效保护

重庆市级非遗“焕新破圈”

徒手搬运钢琴被砸身亡

法院：搬运工自行担责85%

日前，喜夫人刀具联合贝嘉口腔来到大足区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城管队员送去防暑降
温物资，向不畏酷暑、奋战一线的城市管理工作者致敬。

新渝报记者 侯小梅 实习生 刘思羽
日前，大足区民营经济协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组织

会员国药太极集团、农夫山泉、维尔康奇辉医药等企业，
为大足区交巡警支队送上一批防暑降温物资，表达对交
巡警队员们辛勤工作的感谢。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实习生 宾振宇 文/图）
近日，在大足区雅美佳湿地公园，一种名为大足红莲的荷
花迎来了盛花期，红粉花朵交叠碧绿荷叶，摇曳身姿很是
美丽。这个品种的荷花不但花多、叶多，而且光照越强开
得越好，三伏天正是它娇艳绽放的时候。

据了解，近年来，大足区借助太空荷花育种技术，成
功培育出近30个晚熟荷花品种。除大足红莲外，雅美佳
湿地公园中还有国庆红、金碧留香等荷花，将在立秋后陆
续进入盛花期。

“这些品种，花期非常长，可以持续到立冬过后，11
月份你还能看到它们在开放。”大足区雅美佳湿地公园负
责人陶麟介绍。

秋天也能赏荷花
大足培育出近30种晚熟荷花

盛放的大足红莲。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实习生 宾振宇 文/图）
初秋，水稻迎来丰收。与其它田间机收景象不同，大足区
龙水镇桥亭村却是一幅鱼塘内采收水稻的图景。

走进桥亭村，宽阔的鱼塘中成熟的金黄水稻在水面整
齐排列。农户们坐在凉棚里，轻巧地拉入一格格载满水稻
的浮板，挥动镰刀轻松采收，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共种植有 20余亩的水上稻，得益于今年的好
天气，水稻品质非常好，产量达到2万多斤。”桥亭村村民
谢云灿说。

据了解，水上稻的种植过程中不用施肥、不打农药、
也不用除草。水面种稻，水下养鱼，鱼儿的粪便就成了水
稻的肥料，这样能分解水体的富营养物质，一举多得。

谢云灿介绍，水上稻采收过程全部由人工进行，种植
和收割成本相对较高，但相较于普通稻米，品质优势也很
突出，市场售价每斤40元，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大足20余亩水上稻丰收

水上稻丰收场景。

8月12日，大足区东城幼儿园，参加
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
做游戏。暑假期间，该园充分发挥幼儿
园的保教和服务能力，坚持普惠性和服
务性相结合，开设了8个暑假托管班，精
心设计了特色课程，让幼儿学习玩耍两
不误，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幼儿无人照
顾的难题。

新渝报记者 瞿波 蒋世勇 摄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 13日从
科技部获悉，为推动“创新积分制”提质扩面、
规范实施，科技部近日印发《“创新积分制”工
作指引（全国试行版）》，“创新积分制”从国家
高新区进一步扩展到全国试行，助力更多“硬
科技”“好苗子”企业脱颖而出。

作为一种新型科技金融政策工具，“创新
积分制”依据创新积分对企业进行创新能力
量化评价，打通财税政策、科技资源、产业资
源、金融资源支持企业创新的直接通道，精准
引导技术、资金、人才、数据、土地等各类生产
要素向科技型企业有效集聚。

科技部自 2020年起在国家高新区以试

点形式探索建立“创新积分制”。截至 2023
年底，试点高新区已达133家，覆盖全国25个
省份。实践表明，“创新积分制”在引导金融
资源、促进精准施策等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
成为推动科技金融工作的重要政策工具。

此次发布的工作指引主要包括指标权
重、数据规范、应用场景等内容，为全国范围
内的“创新积分制”实施提供统一指导和规
范。

科学、客观的创新积分评价指标及权重
是确保积分制实施成效的关键与核心内容
之一。根据指引，创新积分核心指标共涵盖
技术创新指标、成长经营指标、辅助指标 3
类一级指标及 18个二级指标。在指标权重
设置上，以突出对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注重
对企业成长经营能力考察为导向，同时划分
了初创期、成长期、稳定期企业不同阶段，确
定了 3类一级指标及 18个二级指标的权重

赋值，并将根据实践情况持续优化。
指引还提出了应用建议，如：地方政府

可以通过“创新积分制”增强数字化治理能
力、精准施策能力和现代化服务能力；银行
类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创新积分作为独立的
风险研判与增信授信的依据；创业投资机构
和资本市场可以将企业创新积分作为参考，
加大对优秀积分企业股权投资与上市融资
的支持力度等。

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创新积分制”扩展到全国试行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
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暑
运启动以来，7月1日至8月12日，全国铁路累
计发送旅客6.05亿人次，同比增长6.1%，突破6
亿人次大关，日均发送旅客1407万人次。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暑
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出行需求旺盛，铁
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自8月10日起，全国铁

路连续3天发送旅客突破1600万人次，其中8月
10日发送旅客1675万人次，8月11日发送旅客
1611万人次，8月12日发送旅客1654.5万人次。

为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各地铁路部门
加强站车服务，强化路地联动机制，全力做好

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国铁呼和浩特局集
团公司乌兰察布站积极协调当地公交和出租
车运营企业，统筹安排公共交通运力，方便旅
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与
南方电网贵州都匀供电局加强协同联动，对都

匀东站及管内贵广、贵南等高速铁路沿线供电
设施开展安全巡查；国铁兰州局集团公司根据
客流变化，采取增开列车、编组重联、满编运行
和精准实施“一日一图”等措施，做好铁路运输
服务，最大限度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

暑运以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6亿人次

暑期托管班
解决儿童“看护难”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我市正在加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
8月12日，记者从市经济信息委获悉，即日起
该委联合市财政局印发《全市超充基础设施
建设评价奖励办法（2024年）》（以下简称《办
法》），明确将按照超充桩建成（新建、改扩建）
数量给予资金奖励，其中最高奖励5万元/桩。

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办法》主

要面向全市各区县政府（管委会）、重庆高速集
团阶段性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依照“月
度报表、季度总结、半年评估、全年考核”原则，我
市将综合考虑超充设施建设成效、先进技术应
用、产业氛围营造和特色场景示范等情况，进行

评价并划档。
《办法》规定，评价结果将划分为4档，其

中 100分为Ⅰ档，100（不含）—85分为Ⅱ档，
85（不含）—70分为Ⅲ档，70分以下为Ⅳ档。
同时我市将设立市级专项奖励资金池，根据

评价划档结果给予相应资金奖励，专项用于
支持超充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包括Ⅰ档为 5
万元/桩，Ⅱ档4万元/桩，Ⅲ档3万元/桩，Ⅳ档
不予奖励。

重庆出台超充设施建设奖励办法
最高奖励5万元/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