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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刘冲

6月 25日，听闻记者在盘龙镇采
访，76岁的退休教师李恭方特意从九龙
坡赶了回来。他的T恤上的文字引起
了记者注意，胸前是“重庆荣昌客家商
会”，背后是“ 系客家人”。

“这字怎么念？怎么写？”记者尝试
用手机手写输入，却没有这个由“亻”与

“厓”组成的汉字。李恭方眼中瞬间燃
起光亮，手指用力点着胸前的字：“看！
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魂！念‘ái’，就
是‘我’！这是我们客家人创造的一个
汉字！”

他解读道：“ 就是人站在悬崖
上。老祖宗造字时就告诫子孙：客居他
乡，如临深渊，须臾不能懈怠！要有危
机感，更要敢拼敢闯！”他的声音不大，
却字字千钧。“一个‘ ’字闯天涯。客
家人就是靠这股‘立于悬崖，也要向上
攀’的劲头，走南闯北，扎下根来。”

这行走的“宣言”，成为记者解锁重
庆最大客家方言岛文化密码的第一把
钥匙。

客家话里的融合之路

次日清晨，李恭方主动请缨当“翻
译”，带记者深入盘龙镇大建社区。行
走在社区里，空气中苎麻清香浮动，耳
畔抑扬顿挫的客家话如跳跃的密码。

“遇上老辈人，没‘翻译’，你们就是
‘聋人’！”李老介绍，康熙末年至雍正年
间，“湖广填四川”，闽粤客家人因灾大
规模入川，聚居于盘龙，形成独特方言
岛，传承至今已有300年。

在大建社区夏布基地，36岁的社区
干部吕向娇正俯身向织布工田丽请教
一道道工序的客家话发音。2016年，
她从邻镇嫁来，初闻婆家用客家话交
谈，如听外语。

“老公是我的第一个‘翻译’！”几年
努力，吕向娇勉强能听家常话。2021
年，她当上社区专干，语言关成了硬骨
头。“第一次开院坝会，满场乡音，我完
全摸不着头脑。”她说。

大建社区7700多人多为客家人。
融入群众，语言是第一道鸿沟。于是，
她有了第二位“翻译”——镇里派来的

“双语通”刘青梅。
“回家讲客家话，出门讲重庆话，是

规矩，更是根！”刘青梅说：“服务群众，
说他们的话，才能走进他们的心！”

白天刘青梅是工作中的“翻译”兼
老师，晚上丈夫接力家教，两个孩子当

“考官”。几年耳濡目染和勤学苦练，吕
向娇终成“半个客家人”。

“宁卖祖上田，不丢祖宗言。”李恭
方感慨，祖训深植人心，但现在年轻人
外出，地道乡音的传承情况堪忧。老人
们自发建群“云授课”，社区学校开传承
课，吕向娇、刘青梅成了志愿者教员。

盘龙镇原宣传委员张成万（客家
人）与李老探讨：先祖造“ ”字，要求坚
守方言，既是文化传承，更是凝聚族群、
抱团发展的生存智慧。如今，方言式微
虽是大势，但在和谐村居建设中，具有
独特文化基因的客家话，其价值远超交
流本身。

画像背后的敬祖情结

采访张成万时，他接到同族叔叔、
正生病住院的耄耋老人张仕同的电话，
事关先祖画像保护。记者随其赶往医
院，探视张仕同老人。

病床上，张仕同老人从怀中摸出一

叠精心塑封的照片——那是明代先祖
张道聪画像的缩小版。“我年纪大了，先
祖的画像你们要接力保护好。”他叮嘱
张成万。家中的画像，纸张已脆，画面
渐模糊，老人忧心忡忡：“万一风化坏
了，就用这个传下去。”

300年前，张家先祖张衍祯入川
时，带来了先祖的画像；在盘龙站稳脚
跟后，随即派次子回广东运来祖父、曾
祖父的骸骨安葬、立碑，坟茔至今犹存。

“这是移民落业扎根的标志。”张仕
同说。敬宗尊祖是客家人传统美德。
老人叹息，盘龙镇曾经有江西、福建、广
东会馆及众多祠堂，但大多已湮没于时
光。他担心，“就像客家方言、先祖画
像，许多东西都将濒临消失。”

记者蹲点期间，探访了位于龙腾社
区四组的李家祠堂。这座建于1820年
的清代建筑，保护较好，气韵犹存。

79岁的李荫久老人吟诵门联：“陇
西先祖南迁闽粤当客家，梅州前辈西移
巴蜀作主人。”李氏1752年入川，十四
祖将祖籍“长乐”写入字辈：“荣廷敷广
荫，长乐挺枝繁。”字字句句，尽显漂泊
者对根的守望。

“对客家文化，既要抢救性保护，
更要活态传承、创新发展。”盘龙镇宣
传委员廖辉霞表示，“要依托这些珍贵
载体，探索文旅融合，让老物件讲出新
故事。”

记者了解到，荣昌区多年来致力于

挖掘保护客家文化，累计实施了10多
项盘龙镇传统文化项目，整理命名了夏
布织造技艺、夏布神歌、客家春节习俗、
客家婚俗、客家祭祖等非遗名录。

如今，在盘龙镇“客家文化新村”，
肖氏、李氏祠堂每年举行传统祭祖，弘
扬家规家训；客家雕刻、牌坊、广场等，
吸引着八方游客。

“盅盅厂”展现的创业精神

传承客家文化，在大建社区居民
李家兰看来，关键在于将“ ”字刻入
骨髓——即使身处悬崖，也要向上攀
登。

她讲述起先祖故事：先祖在盘龙落
户后不久就离世，寡母携两幼子艰难度
日。长子8岁放牛，12岁便挑陶器赴江
津换凉席贩卖，17岁竟已开起夏布作
坊，召集邻里织麻谋生。

图存谋发展，代代如此。李家兰之
父1974年带乡亲外出做泥瓦匠，其兄
14岁学裁缝，夜间还加班织麻。

“客家人新到一地，要站稳脚跟，就
得像‘ ’字，脚踏实地，拼命耕种、开
拓。”荣昌区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李杰（盘
龙客家人）总结道。荣昌客家人发扬开
拓进取、百折不挠精神，与湖广移民、当
地土著居民并肩建设家园。他说，“客
家人有田就种，有商机就干，小摊小贩
也能做成大老板。”

客家人周其建的创业史是生动注
脚。高中毕业后，他从盘龙场摆摊起
步，后来远赴云南做大足五金边贸。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来，他果断回
乡，在盘龙镇做起了不锈钢“盅盅”（杯
子）加工。

20余年风雨，“盅盅厂”蝶变为新三
板上市公司，产品有80多种，成为宜家
等十余家国际品牌合作商，今年产值预
计突破2亿元。

“走天涯、商四海、桑梓情。”盘龙镇
党委书记李辉雄感慨，“客家人‘处处为
客，处处为家’，走到哪里都能扎根、创
业。目前全镇在外有所成就的客家儿
女多达数百人，是家乡发展的宝贵财富
和强劲潜能。”

如今，盘龙工业园区内，专设的客
家返乡创新创业园正敞开怀抱，向游子
发出深情召唤：归来吧，带着“ ”字赋
予的闯劲与智慧，共绘家乡新蓝图！

“立于悬崖，也要向上攀”
——本报记者蹲点荣昌区盘龙镇探寻客家文化密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

发挥公交站区域优势，利用公交
站宣传栏免费为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
息——北碚31块城市公交站牌变身为
招聘信息发布站牌，服务保障企业用
工、方便劳动者求职就业。公交站牌发
挥新作用的背后，是当地推动高质量充
分就业的一个创新探索，也与当地人大
的监督密不可分。

近日，北碚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
会议，专题听取全区就业工作情况，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们围绕招聘、
培训等关键环节，大学生、新型就业群
体等，追问数据细节、举措实效。据悉，
北碚区人大聚焦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
关切，坚持一年一主题，围绕企业招工、
职业教育、高校毕业生就业等环节，开
展接续监督和助力。

公交站成招聘信息发布窗口

“现在公交站成了我们的‘常年招
聘点’。”重庆歇马机械曲轴有限公司负

责人曹欣蔚说，企业今年上半年入职的
200多名员工中，有63人是通过公交站
牌广告找到工作的。

像歇马机械这样通过公交站牌发
布招聘信息的企业，上个月就多达68
家，提供就业岗位近300个。将公交站
台打造为新的招聘通道，源于当地人大
调研收集到的基层声音。

2022年，北碚区人大社会委组织代
表深入企业调研招工情况，发现这家老
牌制造企业正面临招工难题。“生产线缺
人，订单排到三个月后，我们天天派人守
在劳务市场。”曹欣蔚介绍，当时正是疫
情期间，企业为用工短缺而犯愁。现场，
有人大代表提议拓展招聘新渠道。

“全区日均10万人次流量的公交
站点，潜藏巨大的信息传播价值，可用
于发布企业用工信息。”随后，在调研组
建议下，北碚区政府迅速行动推出创新
举措，紧急动用130多块公交站牌滚动
发布企业用工信息，标注岗位要求、薪
资待遇和报名方式。

利用公交站牌发布企业用工信息，
由临时性措施逐渐变为常态化，畅通了
就业服务渠道，提升了就业政策知晓
率。目前，北碚区已确定31块公交站牌
常态化发布企业用工信息，并根据需要
适时增减、完善布局；企业用工信息每月

更新两次，涵盖从普工到技术员的各类
岗位。

组建专班服务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终于找到合适的工作，感谢区就
业服务中心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帮
助。”前不久才入职到重庆雅怀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赖美君说。今年4
月，其在区人力市场工作人员的推荐与
帮助下，顺利通过面试和试用期考核，
从求职到入职仅用45天。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渠道推动
大学生就业创业，是北碚区人大持续关
注的议题。2024年，北碚区人大将高校
毕业生就业作为重点议题，提出“校地合
作要从毕业季突击转向全周期服务”。

在人大监督推动下，北碚区政府组
建就业指导专班，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
生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同
时，开展“碚有引力”市内外高校引才活
动63场，组织企业889家次参与，达成
意向引才1.63万人次。

聚焦重点群体培训精准对接
产业需求

“我都48岁了，没想到还能再学一

门新技术。”几个月前从北碚一家民办
职业培训机构考取技能证书的张建国
说，通过技能精进，现在他每个月收入
比以前增加了2000元。

在北碚区人大组织的调研中，大家
发现就业市场存在供需错位：制造业急
需技术工人，而不少失业人员却因技能
不足难以匹配岗位。对此，有人大代表
建议在职业技能培训中，按产业需求设
专业、按岗位标准定课程，“重点群体的
培训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

在人大监督推动下，北碚区 19
家民办培训机构积极开展人工智能
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等新兴
职业培训。不少培训机构还与企业
签订“培训—就业”对接协议，实现培
训与就业无缝衔接。如今，像张建国
这样的学员，培训结束后就业率已提
升至44%。

北碚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说，这几
年，该区人大连续聚焦企业招工、职业
教育、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开展监督，全
力推动全区就业工作。下一步，将继续
发挥人大监督职能，配套建立问题清
单、建议督办清单、成果反馈清单、效度
测评清单“四张清单”，形成年度有重
点、监督有跟踪、成效有评估的全周期
监督闭环，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公交站变身企业“常年招聘点”
北碚人大聚焦招聘等关键环节助力民生就业

■新华社记者 何晓

这是一片烙印着新四军抗战足
迹的红色热土。1938年，新四军军
部进驻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叶挺、项
英等在此指挥华中敌后抗战。

这里也是被誉为“宣纸之乡”的
皖南小城，“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
绸不闻声”的宣纸，既承载着千年不
辍的造纸记忆，更沉淀为这片土地独
有的精神标识。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宣纸研
究所所长黄飞松介绍，1938年8月，
新四军军部迁至泾县云岭。与此同
时，曾是当地主导产业的宣纸产业
因国土沦陷、交通不便等因素遭受
重创，所有纸槽几乎停工，纸工流离
失所，宣纸制作这门传统技艺也濒
临失传。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为保
护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受损害，
同时解决宣传工作的用纸难题，创
办了“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既守
护了宣纸制作技艺，又推动了产业
发展。随着宣纸产业迎来“重生”，
由新四军在皖南创刊的《抗敌报》有
了稳定纸张来源，这份报刊在新四
军内部乃至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都
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敌后战场的
宣传利器。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新四军对
宣纸产业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更
为宣纸制作技艺的传承注入了活
力。”黄飞松说。

如今，人们仍能在追寻新四军
身影时找到宣纸的痕迹——在新四
军军部旧址，叶挺等同志的房间内
仍保留着当年糊在墙壁上的宣纸，
天井漏下的日光经宣纸反射，让昏
暗的屋子变得格外亮堂；在新四军
军部旧址纪念馆内，由宣纸制作而
成的《抗敌报》告别号原件保存完
好，静静向后人讲述着那段难忘的
峥嵘岁月……

一张薄如蝉翼的宣纸，在战争年
代，承载着革命历史的厚重与民族文
化的坚守；而在和平年代，这份匠心
传承正焕发新的生机，成为一方水土
向新而行的底气。

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泾县立足文化资源优势，跳
出“造纸卖纸”的传统发展思路，推动
宣纸产业与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深

度融合，古老的宣纸又一次迎来“新
生”。

走进位于中国宣纸小镇内的宣
纸博物馆，展厅里，图文交织的长卷
清晰铺陈着宣纸制作中浆灰、踏皮等
108道工序，讲述着草檀粉身碎骨、
百炼成纸的故事；非遗体验馆内，传
承人的指尖在竹帘与纸浆间翻飞，游
客们在驻足观摩制作工艺之余，还能
亲手体验捞纸、晒纸、拓印等工序；舞
台上，身着古韵服饰的演员们全情投
入，正演绎着沉浸式新媒体互动表演
《只缘身在纸山中》……

“如今的游客已不满足于欣赏
单纯的山水景致，更渴望在旅行中
领略当地特有的文化底蕴，感受独
一无二的文化体验。”宣纸小镇负责
人刘爽表示，“近年来，我们积极转
变发展思路，从‘造纸卖纸’到‘以纸
载文’，加快推动宣纸与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如今，这里已成为中国向
世界展示宣纸文化的窗口。”2024
年，中国宣纸小镇游客量 41 万人
次，同比增长64%，带动宣纸销售、
文旅、文创、餐饮、酒店等相关产业
就业约850人。

宣纸小镇只是泾县探索宣纸产
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如今，泾县全域
正加快推动宣纸产业与红色文旅、节
庆等跨界融合，激活古老非遗新活
力。发布“纸墨古镇·红色记忆研学”
旅游线路，将当地重要革命旧址、宣
纸文化园等文旅地标串珠成链，使非
遗探索与红色文化巡礼紧密结合；举
办宣纸文化艺术节、“宣纸中国与当
代生活美学”高峰研讨会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在泾县，千年文脉早已流
淌成向新而行的澎湃动能，让这片土
地成为一座没有屋顶的活态“宣纸博
物馆”。

当宣纸加速走进大众生活，越
来越多年轻人也加入了守护宣纸的
队伍。宣纸文化园讲解员曹平今年
30岁，从爷爷辈开始，她的家人就
与宣纸结缘。如今，她从祖辈手中
接过“接力棒”，通过细致生动的讲
解，向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宣
纸的故事。“祖辈传下来的是制作宣
纸的硬功夫，而我的使命则是让宣
纸里的故事、文脉走进更多人心里，
使古老非遗技艺在传承中历久弥
新。”她说。

（新华社合肥7月18日电）

一张“纸”的红色记忆与当代新篇

●在重庆最大客家“方
言岛”荣昌区盘龙镇，4万客
家人传承乡音300年。前不
久，“党报记者一线蹲点”走
进盘龙镇，在古老乡音与时
代脉搏中，探寻一个独特汉
字“ ”(ái）所凝聚的客家
魂——它既是客居他乡如临
深渊的危机警醒，更是脚踏
实地、敢闯敢拼的精神图腾，
指引着客家人筚路蓝缕，创
业开拓，生生不息。

■彭瑜

在盘龙镇的晨雾与苎麻清香中，
“ ”（ái）——这个客家人独有的“我”
字，如一枚精神图腾，深深烙印于我的
记忆中。它不仅是一个字，更是4万客
家人300年跋涉的精神密码。

李恭方老人胸前那件“ 系客家
人”的 T 恤，是无声的宣言。“人”立于

“悬崖”的造字智慧，道尽客居他乡如
履薄冰的警醒与绝境求生的勇毅。

这“立于悬崖也要向上攀”的意识，
流淌在张仕同老人病榻上托付的先
祖画像里，流淌在社区干部吕向娇
从“语言障碍”到苦学客家话、终以
乡音叩开群众心门的坚韧里，更澎
湃于周其建从摆摊少年到将“盅盅
厂”做成国际品牌合作商的创业传
奇里。

“宁卖祖上田，不丢祖宗言。”客家
人古老祖训在时代浪潮中回响。面对
方言式微，我们看到老人们微信群里

“云授课”的微光、社区学校传承课的
薪火，以及如吕向娇这样的新客家人
在党建引领下，将方言化为服务乡亲
的桥梁。这何尝不是新时代对“ ”字
精神——危机中求存、融合中发展的
生动诠释？

盘龙镇的客家返乡创业园，正是
客家人“处处为客，处处为家”思想在
新时代的延伸。一个“ ”字闯天涯的
故事，在巴渝大地上激昂续写——它
启示我们：唯有扎根脚下的土地，不忘
血脉的来路，才能在时代潮头踏浪而
行。

记录盘龙客家人的生生不息，正
是党报记者奔赴盘龙、蹲点采访的意
义所在。

一个“ ”字的历史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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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周其建（中）向记者介绍不锈钢产品。 记者 梅耀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卞立成）7月18日，2025年重庆
城市国际传播论坛在西部国际传播
中心园区开幕。本次活动以“城市国
际传播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为主题，
集结相关部门、国际机构、媒体智库、
科技企业及全国多个国际传播中心
负责人，以高层对话、项目启动、案例
分享、圆桌论道等形式，共话城市国
际传播创新路径。

开幕式上，《西部如歌》国际音乐
纪录片共创、重庆Z世代国际创客联
盟、国际传播智能化应用中台建设等
三大国际传播重点项目相继启动，为
重庆国际传播注入新动能。

现场还举行了重庆市党的创新
理论国际传播基地授牌仪式。该基
地将助力党的创新理论国际化表达，
让中国智慧、中国故事通过重庆窗口
更广泛传播。

在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与行
业领袖围绕“如何讲好城市故事、塑
造全球影响力”这一核心命题，展开
层次清晰、视角互补的深度探讨。

主办方还开展了3场分论坛，从
技术赋能、城市IP打造、青年力量等
不同角度，探索城市传播多元路径。
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还将通过全年
不定期的N场媒体智库对话会持续
深化交流，搭建起城市国际传播的综
合性平台。

据介绍，近年来，重庆积极探索
地方国际传播新实践，形成“三位一
体”工作理念，迭代升级成立西部国
际传播中心，构建“一网一端一平台”
海外传播矩阵，打造了一批国际传播
品牌项目。此次论坛也将助力重庆
推动国际传播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
展现中国城市形象、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力量。

探讨城市国际传播创新路径

2025年重庆城市国际传播论坛开幕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赵欣 实习生 刘名扬）7月18
日，记者从活动主办方获悉，“科技海
洋 童阅引航”2025少儿阅读嘉年
华将于第33届书博会期间重磅亮
相。作为书博会重要品牌活动之一，
本届少儿阅读嘉年华带来众多优秀
少儿图书，还设置了丰富有趣的阅读
体验活动。

“2025少儿阅读嘉年华的举办
地，是书博会主场馆所在的重庆国际
博览中心N2馆。本届活动以‘科技
海洋 童阅引航’为主题，从量子物
理到生命科学，从航天科技到人工智
能，我们将重点推介一批有关科技的

优秀童书，引导孩子们感受阅读的乐
趣，探寻科学的奥秘。”少儿阅读嘉年
华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
鼓励购书，消费者购满200元即可参
加现场抽奖，有机会赢取少儿阅读嘉
年华超级惊喜大礼包1份。

活动现场，将有多位优秀儿童文
学作家与小读者面对面。其中，人气
大奖作者李卓颖将携《妙奇奇事务
所》最新系列桥梁书，与孩子们分享
书中幽默逗趣的故事；少儿星云奖金
奖得主潘亮将携新书《王者大陆历险
记》，与读者们一起探寻王者大陆的
奥秘。

现场还将举行20多场少儿阅读
主题活动，如“乐乐趣”米吴科学秀、

“长安喵探妙狸花”系列新书分享会、
《紫禁城喵传》新书分享会等。此外，互
动区还有答题赢好礼、智绘未来·科
学涂色、书海超级变变变等AI多媒
体体验项目，等待孩子们参与。

2025少儿阅读嘉年华这样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