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片普通的棕树叶，在余木兵老人的手中快

速翻动，拉、叠、剪、穿……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

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收获粉丝近 80 万、

获得点赞 510 余万次，让棕编这一传统技艺走出

了大山，被更多人了解。

近年来，我县按照“见人见物见生活”工作理

念，以“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

益”为抓手，通过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

实现了非遗传承市场化、经济化、特色化，让非遗

真正“火起来”。

我县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工

作中，深入开展非遗资源调查普查，全面了解和

掌握县域非遗资源项目文化载体、分布区域、生

态种类、主要特色价值及生存现状。

目前，我县登记完成县域非遗资源项目 461

项；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工作中，持

续充实完善县域三级名录体系，将县域 147 项非

遗代表性项目纳入名录依法保护，重新认定县文

化生态保护管理中心为其保护单位。

同时，在抢救性记录重点非遗代表性项目

和传承人工作中，完成了《薅草锣鼓》《土家族吊

脚楼营造技艺》等 12 项重点非遗代表性项目标

准体系制定，编撰出版了《石柱土家啰儿调》《石

柱非遗白皮书》等学术研究丛书，新培养传承人

200 余人。

为抓好传承人申报认定工作，我县发动县域

单位和个人参与推荐申报代表性传承人，将储备

申报工作纳入乡镇（街道）实绩考核。目前，全县

认定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4 人、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23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280人。

在建设打造传承所点工作中，我县以文化生

态保护示范点西沱古镇、黄水旅游度假区、传统

村落中益乡坪坝村、非遗传承基地万寿古寨为重

点，增设布局了盐运民俗、石柱黄连传统生产技

艺、老鹰茶制作技艺等传承所点13个。新布展了

石柱县非遗馆，增加了土家竹铃球展览馆、《天上

黄水》大剧院等非遗展示场所 10 个，扶持建立了

中益乡夏布非遗工坊、大歇镇金音石砚非遗扶贫

车间等 3 个。另外，助推西沱非遗小镇成功入选

2022 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

录”、鲁渝协作石柱中益夏布非遗工坊被评为

2022年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

为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将

“石柱土家啰儿调”“土家竹铃球”“土家摆手舞”

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纳入全县多所中小学教学计

划之中，成功创建了“枫木小学”“马武小学”“民

族中学”3 个非遗传承教育基地，培养“小小传承

人”30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传统文化和历

史变迁的“活化石”。为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工作，我县依托“上九”“元宵”“端午”等传统节

日，常态化开展玩灯、耍龙、猜灯谜、打糍粑等民

俗活动。

近年来，我县还成功举办了“万人摆手舞”

“土家民俗展演”等 10 余项文化活动，打响了

“土家文化旅游季”活动品牌，为广大游客献上

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升级推出《天上黄水》大

型土家歌舞剧，将“西兰卡普”“轿夫号子”等 20

余项土家特色非遗项目进行实景展示，打造出

了高品质的演艺作品；编撰出版了《石柱文化

概览》《龙河的记忆》《千年古镇话西沱》等反映

石柱非遗的文化书籍；精心创作了《桃花渡》

《土家情歌》等反映石柱非遗的影视歌曲作品；

常态开展《良玉大讲堂》系列讲座，围绕县域

“民间文学”“习俗”“传统音乐”等地域特色非

遗项目开展课堂讲授，参与传承保护人数多达

2 万余人次。

与此同时，创新“互联网+”模式，利用新技术

新方法广泛传播，让传统技艺更贴近生活，从小

圈子迈进大市场。非遗从业者可以通过直播间、

短视频进行文化展演、传授技艺。积极调动大众

参与非遗热情，进行文化消费，拓宽创收渠道，让

非遗实现“活态”传承。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

理利用，才能从被动保护变为主动传承，让其获

得更强的生命力。

（下转第3版）

我县非遗“活化石”在传承创新中“火起来”
通讯员 谭银花

强化保护利用强化保护利用 助推非遗焕新发展助推非遗焕新发展

丰富活动载体丰富活动载体 增强非遗增强非遗““活态活态””传承传承

加强宣传引导加强宣传引导 营造浓厚传承氛围营造浓厚传承氛围

加大非遗梳理加大非遗梳理 传承保护文化根脉传承保护文化根脉

本报讯（记者 隆太良 龙泓 通讯员 冉玲玲）

单位清查是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一项重

要工作，是推动实现“应统尽统”的前提和基础。

近段时间，我县以“三举措”为抓手，全力推进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走深走实。

组织和部署同步，夯实工作基础。据介绍，我

县组建了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常务副县长任

副组长，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任组员的经济普查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经普

办）。同时，从县经济信息委、县商务委、县住房城

乡建委等9大行业部门，各抽调1名精干力量到县

经普办集中办公、统一管理，充实经普队伍力量；

各乡镇（街道）组建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经

济普查工作领导小组。7月13日，我县召开了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动员会，强调了开展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对普查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目前，县经普办按照动员会要求，

结合试点方案和市统计局培训内容，扎实做好了

物资采购、部门资料收集、乡镇底册整理、普查小

区划分与绘图、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两员”选聘、

业务课件制作与试讲等前期准备工作。

培训与演练并行，提升“两员”技能。据了

解，连日来，县经普办分 4 个片区，对全县 574 名

“两员”和各乡镇（街道）分管领导进行系统培

训。培训重点围绕清查方案、流程、登记方式、

入户技巧、指标解读、程序操作等内容进行详细

讲解，要求普查员既要聚焦街边商铺、楼宇内企

业，又要对电商、网约车、直播带货等难以找到

实际经营场所的市场主体进行“地毯式”清查，

以确保情况明、底细清。另外，还展开了入户演

练，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集中解答，

以确保单位清查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指导与督导并重，保证工作质量。据了解，

为按照“时间表”扎实推进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各项工作，我县完善了《石柱县五经普工作片区

综合督导机制》，以分片区包干方式督促指导各乡镇（街道）经济普查各

项工作，由联络员一对一督促指导各乡镇（街道）每天汇总填报进度、质

量审核、行业赋码等工作，对进度慢的乡镇（街道）及时督促。同时，清

查工作期间，县经普办将联合县政府督查室，实地督导检查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并将督查结果纳入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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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记者从石柱县获悉，

近年来，该县将“万企兴万村”行动

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政

府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带动村集体、

本土企业、农户等主体融合发展，让

市场主体在产业项目策划、设计、建

设、运营全过程中“唱主角”。目前，

已有 424 家民营企业参与该行动，

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5126.64万元。

前不久，重庆土家文化啤酒节

在石柱县桥头镇启动，现场人山人

海，热闹非凡。当地村民告诉记

者，“过去的桥头镇人少、产业少、

配套少，有一半的人口外流，且田

地撂荒、老屋闲置现象严重。”

针对这一现象，石柱县深化“万

企兴万村”行动，引进工商资本投身

“兴村”建设，以“公司+专业合作

社+农户”等模式，培育壮大优势特

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持久

动力，促进村企结对共建双赢。

“我们统一流转闲置土地和闲

置房屋。经营主体可获得闲置房

屋、闲置土地的经营权，村民不但

能获得收益，还能在项目经营中分

红。”桥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2 年，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

然居”）采取“政府+商会+龙头餐饮

企业+高校+村集体+农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在桥头镇打造集陶艺、餐

饮、民宿、电商、文创、农业观光、农

产品深加工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

点、工农餐文旅购综合业态组团。

此外，桥头镇还与重庆市工商

联餐饮商会、梁平职业教育中心、陶

然居等联合开办了万企兴万村乡村

振兴产业学院，预计每年可培训中

职学生、普通群众 1000 人以上，解

决就业500余人。

2021年，该镇7个村集体经济组

织联合组建千年桥头绿色农业产业公

司，经过一年发展，资产规模已增长到

1.5亿元，总收入由2021年的107万元

增长到510万元，累计带动近2000名

农户实现户均增收1900余元。

截至目前，陶然居等51家企业已

在桥头镇实施产业项目77个，全覆盖

联结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动900余农

户户均增收1.1万元。

在“万企兴万村”行动中，石柱

还在特色产业、特色餐饮、文旅融

合、民宿旅游等方面聚力打造一批

市、县级示范基地。例如，重庆市工

商联餐饮商会组织动员 100 家餐饮

龙头企业及区县餐饮商会会长单位

到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帮助农户

打造100个“农家乐”院落群。

“我们通过‘一对一’‘一对多’

帮扶方式，免费提供床上用品、餐厨

用具等必需品，还免费开展厨艺培

训等服务。”市工商联餐饮商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100 家特色农家

乐已初具规模并正式投入运营，村

内的偏岩坝院落也被打造成“万企

兴万村”示范基地。

据统计，自“万企兴万村”行动

启动以来，累计有 424 家民营企业

在石柱 183 个村或社区实施 474 个

兴村项目，累计投资95540.47万元，

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5126.64万元，

与村民签订固定劳务合同 1711 人，

就业带动村民增收4960.75万元。

（来源：《重庆日报》）

石柱424家企业下乡“兴村”
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5000余万元

重报记者 黄熠

石柱县上半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2%、增速排全市第3名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7.7%、增速排全市

第3名

▶424家民营企业参与

“万企兴万村”行动，共在

183个村或社区实施474个

兴村项目，带动村集体经济

增收5126.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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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政治
领导能力，是提升
党的建设质量的根
本路径。

1952 年 10 月 14 日，上甘岭战役打响。敌人向志

愿军不足 4 平方公里的高地倾泻炮弹 190 余万发，甚

至连山头都被削低了 2 米。年仅 27 岁的孙占元率领

突击排进行反击，双腿被敌人炮弹炸断。战友相继伤

亡，弹药告罄，他忍着剧痛艰难爬行，从敌人尸体上

解下手雷继续战斗。敌军拥上阵地，他拉响最后一颗

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捐躯。志愿军第15军的

《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这样记载：“上甘岭战役中，

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

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

象。”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每每重温抗美援朝战

争历史，都为志愿军将士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所感动，为他们“不上英雄墙，便涂烈

士墙”的信念所震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朝鲜

战场上，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

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

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

壮史诗。”70 多年前，正是千千万万像孙占元这样的

志愿军将士，以“不能后退一步”的血性胆气，以“人

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

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

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阵，忍饥受冻绝

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敢于“空中拼刺刀”，拼

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精

神因素，也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强大

精神力量。70多年来，从抗美援朝战争“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到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再到新

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这样的精神熔铸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血液之

中，激发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伸开双臂阻挡来犯的祁发宝，是新时代卫

国戍边英雄官兵的一员，他们用生命践行“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

权守丢了”的誓言；回乡奉献、舍身忘我的黄文秀，是牺牲的1800多名同志

中的一分子，他们将生命定格在脱贫攻坚征程上；身患渐冻症却冲锋第一

线的张定宇，是“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的医护人员杰出代表，他

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无论面对多大困难、遭遇多

少挑战，中国人民始终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

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书写下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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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运民俗表演 记者 岳良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