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员进步速度令人刮目相看
“订单快砸向我们吧”

记者
手记

说实话，听到8位来自石柱中益乡的农
村妇女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站在讲台上朗
诵时，我们的眼眶一热，眼泪差点滚了下来。

眼前的这8位妇女，有的脸庞黝黑，笑
容却自信而灿烂；有的已过天命之年，可眼
神中闪烁着年轻的光彩。

和以往我们见过的培训班不同，这个
乡村振兴研习实践室不仅仅教学员技能，
而是搞了一个综合素质的培训班，相当于
让农村妇女们重新走进校园，进行了一次
系统全面的学习、一次由内及外的“升
级”。学员们要学国学，了解传统文化；要
学健身操，练形体；还要学习垃圾分类，增
强环保观念。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因为
“人”，是带动城乡间市场、资金、信息、技
术、管理和理念等方面密切联动、深度融合
的最佳因素。

而人才振兴的关键，并不仅仅只是技
能技术的学习，更为重要的是，首先要唤醒
山乡人的自信，尤其是对农村妇女，让她们
对自己、对生活、对未来、对发展充满信心。

树立自信的前提是知识的积累、文化艺
术素养的培养、新理念的学习等等。这也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宋珍平会为实践室设置了9
门全新的课程。几个月的学习为8位农村
妇女打开的是一扇通往多彩世界的窗，这对
于她们此后的人生道路都是受益匪浅的。

在这样的信心的支撑下，她们也才具
备了一个合格的“乡兴带动员”最重要的条
件，这就是内生动力。

这个项目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占地1500平方米的实践室明亮温暖，
“明礼知耻 崇德向善”“我们一定要努力奋
斗长久奔小康”等标语非常醒目，带有“祥云
神虎”文化元素的卡套、香包、作业本等文创
产品一字排开，十分抢眼。

最初，谭淑群看到这些文创产品时，以为
每天都要苦学手工活。可上第一天的课程
时，她就傻眼了。

“第一天，我们上午用波速球健身，下午
学习国学，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
的。”谭淑群说。

宋珍平和孙远志为学员们设计了9门
课程，包含中医养生、营养烹饪、运动健身、
手工技艺、国学、书法、普通话、垃圾分类、
理财。宋珍平介绍，这9门课程的设置是

为了让大家强身健体、传承美德、提高书写
和语言表达能力，让妇女们内心丰盈、树立
自信。

“我们要以文化浸润民心，以文明唤醒乡
村，提升学员的综合素质，把她们培养成合格
的‘乡兴带动员’，让她们以后在家乡带动当
地的发展。”宋珍平说。

记者在实践室内看到教手工技艺的绣娘
杨顺美目不转睛，正在绣制“祥云神虎”。布
老虎小巧精美，一个售价800元。

“学绣布老虎不是更有前途吗？”谭淑群
这样问过宋珍平。面对学员的疑问，宋珍平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2017年，我在贵州招收了200多名学
员，教授她们绣制布老虎和香囊枕头，但销

路不好。”宋珍平说，这是因为刺绣难度较
高，很难在短时间内学会学精，而且无法做
到批量化生产。

“我意识到研发出特色产品，培养稳定特
色产业才是王道。”宋珍平说，2017年底，她
与石柱相关部门几次沟通后，石柱邀请宋珍
平根据当地情况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助力乡
村振兴。实践室的培训形式也是当时双方协
商出来的，后来选址在了九龙坡的京渝国际
文创园内。

之后，宋珍平和孙远志一道，指导团队研
发出卡套、香囊、作业本等便于生产、携带、使
用的文创产品。这些产品将“祥云神虎”的图
案元素印制或者压制在产品表面，让人爱不
释手。

学习健身等9门新鲜课程
培养“乡兴带动员”综合素养

□

“我们真心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
的未来/带领乡亲们一起/开启美好生活新篇
章！”

去年12月22日一早，九龙坡区京渝国际
文创园非遗文创祥云神虎助力（石柱）乡村振
兴研习实践室（以下简称“实践室”）内传出朗
诵声。

让前来参观的嘉宾意想不到的是，字正腔
圆的朗诵竟出自8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
妇女之口。她们穿着桃红色外套，脸庞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丝毫不怯场。

当天下午，她们又跳起健身操、练起瑜伽，
在镜子前秀出身姿。

“在大庭广众之下朗诵，我之前做梦都不
敢想象。”53岁的谭淑群是其中最年长的学
员，她对这些新奇的课程赞不绝口。

“每次上课我都感觉她们更加年轻、自信
了。”健身操老师张慧蓉也情不自禁为学员们
点赞。

这8位农村妇女为何要从乡村来到文创
园脱产求学呢？

谭淑群记得，三个月前的9月24日深
夜，她们抵达京渝国际文创园。领取服装后，
一行人入住园区附近一家酒店。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待遇，吃住不花钱还
发补贴，是不是遇到骗子了？”谭淑群犯起了
嘀咕。

“别乱想，咱们是政府组织来学习的，没
问题。”同伴黄祥艳的一番话给谭淑群吃了定
心丸。

时间回到 9月初。中益乡，这个曾经
以“穷”闻名的乡镇，已通过发展中药材、生
态养殖、休闲民宿等产业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脱贫攻坚让乡亲们拨开愁云终见日。

当时，80后贵州姑娘、“祥云神虎”品
牌创始人宋珍平，品牌联合创始人孙远志
计划组织一批有学习、致富愿望的妇女，
到位于京渝国际文创园的实践室进行定
点免费培训，每天发放培训补助 100 元，

将她们培养成“乡兴带动员”，学成回乡后
生产文创产品，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源头
活水。

宋珍平是贵阳人，16年来致力于刺绣
布老虎传统手艺的传承，在贵州颇有名气。
她毕业于贵州财经学院，2005年底辞掉白
领工作，来到布老虎的“家乡”——贵州省独
山县，租下当地刺绣厂的部分车间，并和当
地100个心灵手巧的刺绣“女将”开工制作
布老虎。

经过老艺人的指导和自己团队的研发，
宋珍平创立了“祥云神虎”品牌，其拳头产品
是一只布老虎。这只布老虎将传统的“虎文
化”和“祥云文化”有机结合，并融入了水族马
尾绣、南京金箔锻制技艺、苏州缂丝织造技艺
3项国家级非遗元素。2007年底,“祥云神
虎”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手工艺
徽章”认证。

听说她的故事和实践室的模式、创办
初衷后，不少村民报了名。

最终，向学礽、李小梅、谭淑群、黄祥艳、
秦剑淑、冉霞、陈以珍、向世英8人脱颖而
出，从农村妇女变成了学员。8人的家庭均
已脱贫，如谭淑群和丈夫开了农家乐，加上
家中经营的琉璃瓦生意，一年收入达10多
万元。

为何还要前来求学呢？
“学门手艺，可以在旅游淡季时多挣些

钱，谁不想让日子越过越红火？”谭淑群笑着
反问记者。

43岁的黄祥艳长相秀气。来培训前，她
在工地打零工，遇到雨雪天气时就接不到活
儿。她希望学到手艺后在家乡有个固定工
作，不再“靠天吃饭”。

“我们人人都想成为榜样，回去后带领乡
亲们过上热气腾腾的日子。”黄祥艳说。

文创园来了“娘子军”
“谁不想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中益乡娘子军中益乡娘子军

学员正在车间生产香囊、卡套。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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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人才振兴是关键

渝北：统景柑橘开卖了
近日，第八届统景柑橘节暨“双十万”鲜果交

易洽谈会在渝北区统景镇举行。
统景柑橘个大，肉质细嫩，汁多味浓。目前

全镇已形成3万多亩柑橘产业带，年产量达9万
吨。在众多统景柑橘品种中，“梨橙Ⅱ号”最引人
注目，因外观呈梨形因此得名，其单果重量可达8
两，很受市场欢迎。

统景镇中和村橘园，5元/斤，联系人：李平；
电话：13310203488。

乘车路线：统景镇—石船环线车在橘园下。
记者 苏畅

永川：耙耙柑摘得了
永川区何埂镇玉宝村安群柑橘种植家庭农

场的耙耙柑可以采摘了。
吕正安栽种了100亩耙耙柑，每亩产量达

2000公斤。硕大金黄的耙耙柑香气诱人，采摘价
格10元一斤。

联系人：吕正安；电话：13647651006。
采摘路线：从何埂镇下道，导航至玉宝村。

永川区融媒体中心 陈仕川

北碚：永兴村的草莓红了
近日，北碚区柳荫镇永兴村草莓种植基地的

草莓红了，邀请市民前往品尝、采摘。
永兴村是重庆市级贫困村，2015年全面完成

整村脱贫任务。村里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入股等模式，建起了1000亩产业扶贫基地，
包括李园、桃园和草莓园。

新年伊始，30亩草莓由青变红陆续成熟并开
始对外销售，预计产值可达约100万元，项目所在
地贫困群众每户可实现增收2万余元。

联系人：韩老师；电话：15002302166。
采摘路线：导航至北碚区柳荫镇永兴村。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秦廷富

直播带货

“学员们上课特别勤
奋，坐得比小学生还端
正。”语言老师刘作海对
学员的进步大为赞赏，
“她们变得自信了很
多，登台朗诵时眼神
不再闪躲，而是真诚
地注视观众。”
改变还有很多。
41岁的秦剑淑在老

家务农时，不出远门就不
梳头。如今，她每天都将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晚饭之
后，她还会练习一个小时
的普通话，3个月下来她
的普通话越来越标准。

黄祥艳上到小学三年
级就辍学了。培训期间，每
天晚上，她总要练两个小时
字、复习白天学的古诗词。
如今，翻开她的笔记本，可以
看到字迹从最开始很潦草，

到现在变得工工整整，进步速度让人惊叹。
“这次学习真是我人生的一个大改变。”谭

淑群笑起来，一道道皱纹写满了喜悦。她学会
了用红糖、果皮、水为原料制作环保酵素。她
一边说一边拿起棍子搅拌酵素：“过去真没想
到这些废弃物还能变成宝贝。”

27岁的冉霞是年龄最小的学员。她曾
是个有些自卑的女孩，结婚两年一直在家闲
着，这次培训让她“燃”起了要做点事情的想
法。她笑嘻嘻地说：“奋斗的人最美丽，订单
快砸向我们吧！”

听到冉霞这么说，宋珍平紧接着告诉学员
们一个好消息——目前，中益乡已腾出25间
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用作家庭车间场所。第
一批学员将于2021年2月初学成后返乡。

接到订单后，宋珍平和孙远志将购置生
产机器，学员在距离住处较近的家庭车间即
可生产文创产品，产品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
地，利润由“祥云神虎”品牌创始人、联合创始
人，学员等共享。

“希望这一模式能够推动农村特色产业
可持续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
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有关任务。”宋珍平对

此很有自信。
中益乡文旅办负责人贺剑飞也表示：“期

待家庭车间运转起来，可以有效带动农村富
余劳动力就业增收，让我们的家乡更美丽和
富裕。”

2021年1月2日，宋珍平正在给学员上刺绣课。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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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动态

奉节鲁渝协作蔬菜基地投用

在奉节县安坪镇下坝社区，鲁渝协作蔬菜示
范基地一期工程近日建成投用，已完成西红柿、
黄瓜、辣椒等多个品种定植，蔬菜长势良好。

该项目是由山东潍坊利威公司与安坪镇合
作建设的，一期投资250万元打造占地16亩的
蔬菜示范基地。基地投入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
对生产过程进行全程记录，实现了温度自控、水
肥一体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预警防控，一年四季
都有蔬菜上市，预计亩产收益达到5万元。

目前，该项目主要作为奉节县蔬菜品种筛
选、选育、新技术示范基地，后期将采取“基地+农
户”“订单+农户”的模式，示范带动周边1000多
亩蔬菜种植，每年提供务工帮扶岗位50多个。

奉节县融媒体中心 谢模燕 高庆华

城口香菇创造产值近千万

近日，天气寒冷，但城口县左岚乡食用菌基
地内，“采香菇的姑娘们”却干劲似火，她们将成
熟的香菇摘下，轻柔地放进篮子里。

笔者走进香菇大棚，淡淡的菌香扑鼻而来，
大大小小的香菇争先恐后从菌棒里钻出来。基
地负责人杨平告诉笔者：“今年的香菇菇形好，产
量也不错。我们的香菇个大肉厚，菇棒由木屑制
作，纯天然无公害。”她说，已产出的100余吨优质
香菇全部卖完，均价在15元/斤。按目前香菇的
长势及市场价格核算，预计还能产香菇450余吨，
年产值900万余元。

据了解，左岚乡地处大巴山南麓，植被茂密，
气候温和，四季分明。这里野生菌的种类十分丰
富，发展食用菌的条件得天独厚。2019年，左岚
乡开始建设食用菌基地，已建设生产车间1200
平方米、保鲜库400立方米、食用菌大棚30亩，可
生产菌袋60万袋。

“像我这种不能外出打工的，每天在基地摘
菌，活路轻松，还能挣个百把来块钱。”左岸村建
卡贫困户曾树花说，她打算明年在基地买几千个
菌袋回去自己种。“因为基地会按市场保护价进
行收购，我觉得怎么算都是赚钱。”她说。

杨平说，在左岚乡有30余户村民和曾树花一
样，在基地的带动下，实现就近务工，日子越过越
红火。 城口县融媒体中心 王小玉

铜梁庆隆镇
草油公路改造完毕

近日，铜梁区庆隆镇草油公路改造完毕。
庆隆镇的主导特色产业是庆隆梨，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认证。全镇村村有梨园，种植面积超过
5000亩。

实施公路升级改造提质工程后，梨农足不出
村就能把梨卖完。当地农户借助公路通畅的有
利条件，加快房屋的改造，节省了运输成本，改善
了居住环境。公路连通了蔬菜、花椒、火龙果、葡
萄、柑橘、中药材、生态鱼、小龙虾等各个基地，为
当地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通保障。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山乡
新事

本报记者 兰世秋 赵迎昭
见习记者 刘一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