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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周芳

“爸爸，父亲节快乐！钱，收！”6月
14日，父亲节前一天，空调安装师傅吴信
寿接到了儿子吴杰的电话。吴杰说给他
转了5200元钱，“这是父亲节礼物。”

听到这，吴信寿的眼眶瞬间红了，19
年来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儿子5岁时
被诊断患有孤独症，7岁时仍不会叫爸爸，
如今他却成了特奥会轮滑项目冠军，还能
正常上班……“谢谢儿子，你真棒！”

作为一名孤独症孩子的父亲，他有
着怎样的故事？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

“超级爸爸”。

不放弃，帮助儿子成为世界
冠军

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时，吴信寿刚
完成一台空调外机的安装，又热又闷的
天气，让他汗如雨下。“这两天天热，我都
要忙到晚上。”

吴信寿老家在涪陵。2006年5月，
吴杰的出生成为全家的希望。但大半年
后，他们发现吴杰有点不对劲，即使反复
张大嘴教他说“妈妈”，他还是不开口。

“起初，我们以为只是说话晚点，也没太
在意。”吴信寿回忆道。

没多久，他与妻子离婚，此后便独自
带着吴杰生活。5岁时，吴杰被确诊患有
孤独症。

“孩子到了7岁还不会叫‘爸爸’，我
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也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但对吴信寿来说，无论如
何，他都不可能放弃儿子。

2013年，吴信寿抱着试试的心态，
将吴杰送进了乐一融合特殊教育学校。
初进学校的吴杰令老师头疼不已：个子
瘦小，力气却很大，一不高兴就使劲用头
撞地。

有一次，志愿者为孩子们带来一堆
玩偶。老师说等活动结束后，再把玩偶
发到孩子们手上。吴杰一听，直接倒在
地上号啕大哭。老师想拉他起来，被一
脚踹开；志愿者哄他，他却哭着敲打自己
的头……场面一度混乱。

类似的事情不少。吴信寿说：“我

能做的就是努力赚钱养家，陪着他慢慢
成长。”

作为一名患有孤独症的孩子，吴杰
在学习说话、穿衣、上厕所、吃饭等方面
都面临重重困难——这些对于普通孩子
来说十分简单的动作和行为，他要重复
成百上千次才能勉强掌握。

“学校后来告诉我，儿子在滑轮方面
有天赋，问我支不支持他学习和训练，我
感到十分意外，又十分惊喜。”吴信寿想
都没想就回复老师，“只要对娃好，我砸
锅卖铁也要全力支持。”

吴杰的运动天赋并不算高，穿上轮滑
鞋后，身体无法掌握平衡，直接就摔了。
但孤独症孩子的某些特质，在吴杰身上反
倒成了优点——做事认真、训练刻苦，总
是严格执行老师的要求，从不打折。

“刚开始那段时间，儿子身上摔得青
一块紫一块，让人心疼。但想着他对轮滑
感兴趣，我还是全力支持他！”吴信寿说。

2015 年，年仅 9 岁的吴杰在全国
第六届特奥会中获得人生中第一枚金
牌——1000米轮滑项目冠军；

2023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6届
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吴杰
一举夺得100米、500米、1000米轮滑比
赛项目的三枚金牌。

“我儿子得了轮滑世界冠军！”那天，

吴信寿恨不得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所有
认识的人。

“不花钱”，给儿子买轮滑
装备一口气花2000多元

空调外机安装是高空作业，为了安
全，吴信寿白天几乎不接电话。

吴杰第一次获得冠军时，第一时间
想给父亲打电话，但掏出手机后又默默
塞回了口袋。

说起这事，吴信寿既欣慰又感到歉
疚。

由于工作忙碌，以及作业时间和地
点的不确定性，吴信寿一年到头很难抽
出时间陪伴儿子。

“我文化水平不高，能力也有限，很
多事都帮不上忙，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
赚钱把他养大，尽量培养他成才。”吴信
寿说。

在同事眼中，吴信寿自己在平日里
几乎不花钱，连衣服都舍不得买，总是穿
工作服——身上的工作服，也已洗得发
白。工作日的大多时候他都是吃一份
简单的盒饭来填饱肚子，花费最多的就
是给摩托车加油。

对于儿子，吴信寿却从不吝啬——
一次比赛前，他一口气给儿子买了2000

多元的轮滑装备。
对于父亲的爱，吴杰有自己独特的

回应方式。
2023年春节吴杰在回老家过年期

间，悄悄给爸爸煮了面条，还细心地放上
煎蛋。

看着儿子亲手做的面，吴信寿感动
不已，骄傲地在朋友圈发图分享：“这是
我的新年礼物，儿子独立完成的，我好感
动，儿子真棒！”

不放心，三天两头叮嘱儿子
“遇到问题别着急”

不久前的一天，吴信寿突然得知儿
子脚疼，当即骑着摩托车带他去医院，一
路上都在念叨：“怎么那么不注意？还有
哪点不舒服？”

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
要念叨：“幺儿，身体不舒服你要说，不要
闷起哦。”

吴杰夺得轮滑世界冠军后，自信心
提高了不少。如今，他还学会了做包子、
炒几样简单的菜。

在学校帮助下，一家全球连锁快餐
店新开的“天使餐厅”向吴杰伸出橄榄
枝，为他提供了一个就业机会。

吴信寿深知这份工作对一名孤独症
患者来说是何等珍贵。

“跟顾客说话时声音轻一点，别吓着
人家；遇到问题别着急，多和大家沟通，
多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不能因为一时
生气就冲动行事……”吴信寿经常这样
叮嘱儿子。

如今，吴杰已能独立完成接单、备
餐、送餐等一系列工作。

父亲节快到了，吴杰想给爸爸买一
部新手机。

“我，买，不来，爸爸买。”于是，在父
亲节前一天，他给父亲转了5200元钱。

吴杰说，他最喜欢的歌曲是《隐形的
翅膀》。

父亲就像隐形的翅膀，虽然“无声”，
却总能托起他向前。

“我能做的就是努力赚钱养家，陪着他慢慢成长”

孤独症轮滑世界冠军背后的“超级爸爸”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李志峰）6月14日是第22个世界献
血者日。13日，记者从2025年世界献
血者日重庆市主题宣传暨无偿献血表彰
活动上了解到，2024年全市累计献血
35.88万人次、采集血液57.61万单位，
保障用血近20万人次。

当天的活动在重庆人民广场举行，
等待无偿献血的市民在4台献血车前排
起了长队。

现场还举行了2022—2023年度全
国无偿献血表彰重庆地区颁奖仪式，我
市共有13377人、15个单位获表彰。

据了解，2024年，全市新增献血点
26个，其中献血屋5个，为广大市民提
供更加便捷、安全、舒适的献血环境；探
索打造血液应急运输新模式，开辟市内
空中送血航道；完善川渝地区稀有血型
及血小板融合库，全面提升全市稀有血
型及血小板患者用血保障能力。

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已实现献血者“血费减免一次都不
跑”，出院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实现无
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在二级以上公立医
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
政府主办的公园。

去年重庆35.88万人次无偿献血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李晟）6月14日，在湖南长
沙举行的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2025
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
介精品项目、优秀项目和入围项目
名单公布，重庆3个项目入围。

这3个项目分别是：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何以三峡”系列短视
频、重庆红岩重型汽车博物馆宣传
片《我们的家》，以及大足石刻研究
院（大足石刻博物馆）打造的《云
游·大足石刻》云展示。

其中，重庆红岩重型汽车博物
馆制作的宣传片《我们的家》，聚焦
大足特有的重汽文化符号。

宣传片回溯了20世纪60年
代“三线建设”的宏阔背景：为应对
国际风云变幻，作为重型越野军用
汽车生产基地的四川汽车制造厂
扎根于大足西山这片荒芜之地。
半个世纪沧桑巨变，西山旧貌虽已
难寻，但创业者们与厂区同呼吸、

共命运、共发展的深厚情结历久弥
新。

《云游·大足石刻》以世界文化
遗产大足石刻为蓝本，融合大规模
数字采集、实景建模、云计算、实时
渲染及数字虚拟人等前沿科技，深
度还原唐宋石刻艺术神韵。

该项目创新融入动态天气系
统，使观众不仅能领略大足石刻
作为历史文化瑰宝的魅力，更能
沉浸式体验其四季流转的景致，
甚至能欣赏到罕见的雪中石刻奇
观。

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何以
三峡”系列短视频则致力于以文物
解谜，通过对馆藏精美青铜器、战
国兵器与生活器具等承载三峡地
区生产生活记忆的珍贵文物的展
示，配合严谨的历史叙述，生动诠
释了三峡不仅有自然奇观，更是巴
渝文化、楚文化等多元文明孕育的
摇篮，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悠远灿
烂的文明历程。

2025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出炉

重庆 3个项目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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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盛经开区，金桥吹打代表

性传承人张秋霞用简谱“翻译”传
统曲牌，并将它们放上网络让更多
人能亲近中国传统音乐。2024
年，她在越南河内演奏的《红高粱》
惊艳四座。短视频平台上，她演绎
的《欢乐丰收年》点击量破百万。

在沙坪坝区，川东茶艺传承人
黎波将长嘴壶表演推向新高度。
他将武术招式“苏秦背剑”与茶道
结合，在抖音上发布的《高山流水》
表演视频获赞超50万。

从传统工坊跃入网络世界，非
遗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成为许
多年轻人的“新宠”。

制作难品质高
澳门同胞一口气买下5艘船模

家族传承，是非遗传承的主要
方式之一。

重庆周氏古船模型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周南馨就是其中的
代表。

“80后”周南馨学习船模制作
已经8年了，而她的父亲就是带她
入门的师傅。

周南馨原本是一名财务工作
人员。“而立”之前，她从未想过自
己有一天会静下心来打磨一件船
模作品。

但周南馨如今却坚持下来
了。在渝中区胜利路一间不到10
平方米的工作室，周南馨与父亲背
对背工作着，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沉
默的，偶尔讨论几句。

制船模难，更难的是对古船的
复原。凭借着一张外形图，周南馨
与父亲需要多次摸索，才能让它重
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么小一个‘玩具’，为啥要卖
上千元？”她曾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
询问。

周南馨有些无奈，人们常常把
船模当成一种玩具，而不知道在古
时，船模对于建造一艘船的作用与
意义。

这些年，周南馨带着船模到多
座城市参展，杭州、成都、北京……
她向不同的人介绍着来自重庆母城
的古船。

让她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开始喜欢上船模。

不久前，一位澳门同胞在淘宝
平台联系上周南馨，他非常惊喜：

“内地竟然有这么高品质的手工船
模！”他以前买的多是国外船模或
海船船模，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江船
船模，一口气就买了5艘。

作为年轻一代，周南馨也在尝
试着将这项古老的技艺“年轻化”。

她把船模发布在淘宝上，让更
多外地热爱船模的朋友，了解川渝
的内河船；她走进学校，给孩子们
讲解古船的知识；她还计划借助科
技，把“高端路线”的古船模大众
化，让更多人能了解这项古老的技
艺。

周南馨的女儿正在上小学一
年级，她一放学就跑到工作室，歪
着小脑袋看妈妈做船模。那一刻，
周南馨忽然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
快乐。

与周南馨有着类似经历的“世
家传人”，在重庆还有不少。

“人的一生精力有限，能把一
件事做到极致就是成功。”渝派黄
杨木雕传承人柯昌熠也继承了父
亲柯愈勄“一生一物”的理念，专注
于雕刻蝉。

在传承中他也有创新，采用
“乱刀法”让木质纹理与蝉翼自然
融合，作品《螳螂捕蝉》曾获国际金
奖。如今，他免费收徒8人，其中3

人已成为市级工艺美术大师。
“传承不是复制，而是让每一

代都有新表达。”柯昌熠说。

非遗进校园
让“90后”爱上剪纸技艺

作为大渡口区最年轻的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90后”刘佳雯所
传承的技艺，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堰兴剪纸。

与周南馨不同，刘佳雯的家
人，并不会剪纸这门手艺。

那么，刘佳雯又是如何爱上这
门非遗的呢？

“我小学的时候上了一堂剪纸
兴趣课，看到最后每个人的作品连
起来成为一整幅完整的剪纸作品，
就觉得剪纸是一件很有意思的
事。”刘佳雯说，从那之后，她就开
始有意识地收集剪纸图片并进行
尝试。

2014年，刘佳雯正式拜堰兴
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周定洲为师，踏
上学习剪纸技艺的道路。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传统的人物、动物、花卉已经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剪纸要
‘活’下去，就需要与时俱进。”刘佳
雯表示，这种“与时俱进”换一个说
法就是“创新”。

在大渡口区的家中，一边说
着，刘佳雯一边拿起了自己的作品
《山茶花》。为了表现山茶花的娇
艳，她采用了套色剪纸的制作方
式，在设计时进行创新，大胆采用
了阳剪的新颖方式，打破大多数套
色剪纸采用阴剪方式方便套色的
传统。

从学校课堂上学会非遗技艺
的刘佳雯，如今也经常带着自己的
作品走进校园中，用手中的红纸和
剪刀向更多孩子展现传统文化的
魅力。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非遗进校
园逐步走向常态化、系统化，非遗正
成为校园里的“活教材”，让年轻人
在触摸传统中找到连接过去与未来
的文化纽带。

跨界创意
让传统非遗搭上“流量快车”

一张娃娃脸，脸上还缀着几颗
青春痘——今年30岁的张易，是
荣昌折扇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
承人。

6月 14日，在2025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川渝主场活动的
展位上，他把玩着一把展开达1.8
米的巨型折扇，引人注目。这也
是他的代表作：用传统的湘妃竹
和荣昌竹纸，绘的是传统的“听松
风”，它代表着来自大自然的宁静
与智慧。

这位在大学学习环境艺术设
计的年轻人告诉记者，“继承”是
创新的第一步。

今年4月荣昌卤鹅走红网络
后，张易突发奇想，尝试用鹅毛制
作折扇。“100只鹅的硬翎只能选
出20支合适制作折扇的，还要经
过清洁、脱脂、修剪等多道工序才
能最终完成。”张易还计划在这些
鹅毛折扇上作画，让传统非遗搭上

“流量快车”。
重庆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谭

小兵表示，青年作为社会中最具活
力、最具创新精神的群体，在非遗
传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传统文
化，以开放的心态接纳现代元素，
以不懈的探索精神寻求非遗传承
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他们的参与，
为非遗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
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上接1版）
长安汽车已经迈出这一步。关鑫表

示，目前，深蓝已经进入新加坡市场，很
快阿维塔也将在新加坡投放。长安汽车
希望借助新加坡市场，提升在全球新能
源市场的国际地位。

“辣”正在改变狮城民众
的饮食习惯

“这个火锅看上去很辣，但是闻起来
很香！”“这个小面味道好，比我平时吃的
重庆小面正宗多了！”“辣子鸡又香又酥，
明天我带上孩子再来品尝。”

6月11日傍晚，“新加坡·重庆周”现
场的渝味360碗展区，涌入许多新加坡
民众以及在新加坡旅行的游客。

其中，重庆火锅、重庆小面、辣子鸡
等“辣味”美食格外受欢迎，不少品尝者
吃得满头大汗也不愿放下碗筷，争着“再
要一碗”。

“新加坡人现在的饮食习惯正在发
生改变。”常年在新加坡做导游工作的黄
依婷说，以前新加坡人吃得比较清淡，但
近些年，很多中国饮食进入新加坡，特别
是“辣”味饮食非常受当地人欢迎。

新加坡居民Boon Keat介绍，这
些年，新加坡开了大量的串串、火锅、烤
鱼、小面等店，这些“辣”味饮食非常对新
加坡人的胃口。“现在新加坡到处都能看
到重庆美食，特别是餐饮聚集区，你绝对
可以找到串串和火锅。”

在新加坡乌节路一个人流量极大的
十字路口处，一家“小龙坎”串串香格外
显眼。

在新加坡知名的商业聚集区“牛车
水”，也能看到川菜、李记串串等。

当记者在新加坡乘坐出租车时，车
上的广播正在播放重庆沙坪坝区某火锅
品牌在新加坡开设新店的广告。

这些细节都在表明，各类“辣”味的
中国饮食，正在登陆新加坡餐饮市场，这
自然给重庆餐饮带来新机遇。

“重庆餐饮完全可以考虑出海到新
加坡。”黄依婷说，不过，重庆美食进入新
加坡时，除了注重味道外，还要注重服务
和品质，这是它们能否在新加坡深耕的
关键。

用“服务业”架起合作桥梁

滨海艺术中心，以其独特造型，被当
地人称为“榴莲壳”，是新加坡的地标建

筑之一。
除艺术表演外，这里还集聚了一些

商业品牌，其中有家装修精致的门店名
为“福善德”，里面正销售来自重庆南川
的古树红茶“金山红”。

金山红，因为滋味醇厚回甘，久泡而
有余香，曾获得中国“金芽奖”，其传统制
作技艺也入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2022年，福善德公司向金山红开发
公司——重庆金山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抛出合作“橄榄枝”。2023年，金山红在
首次举行的“新加坡·重庆周”上亮相，就
收获了大量好评。

同年8月，福善德与金山湖农业合
作成立新公司，并创办了“福善德金山
红”这一全新的海外品牌。

效果立竿见影。2024年，韩国方面
与福善德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共
同开发涉及金山红茶的研习知识，并将
金山红引入韩国茶店中。

“新加坡在产品包装、品牌塑造等方
面经验丰富。”市中新项目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的框架下，重庆很多产品借
道新加坡出海。金山红的国际化之路，
正是重庆产品借新加坡的商业，加速走
向世界的典型案例。

不只是商业。新加坡的物流、航空
等产业都非常发达，其服务业水平位居
全球前列。因此，新加坡的服务业，也是
重庆可以借鉴学习的重要领域。

渝中区常务副区长邓光怀对此非常
有感触。“渝中区的‘气质’和新加坡很相
近。”邓光怀说，新加坡服务业占经济总
量超过70%，而渝中区的服务业占比超
过90%。渝中区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
和齐全的金融门类，而新加坡是全球知
名的金融大国，双方“一拍即合”，累计开
展中新合作金融服务项目135个、融资
192.6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保持全
市第一。

邓光怀说，渝中区正在加速国际化
的步伐，在服务标准、管理理念等方面还
有提升空间。通过与新加坡的合作，渝
中区可以学习对方先进的经验，从而提
升自身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同时，重庆
正在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渝中区则是
重庆旅游大区。新加坡作为全球知名的
旅游目的地之一，在很多方面都能够给
渝中区乃至重庆旅游带来帮助，甚至助
力重庆旅游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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