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务行政办：63907102 /63907104（传真） 总编办：63907132 时政新闻部：63907172 经济新闻部：63907221 科教新闻部：63907152 民生新闻部：63907170 区域新闻部：63907198 农业农村新闻部：63701327

33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 马京川
美编 张 辉

3月24日，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
春日暖阳盛，油菜花正艳。

在一栋挂着巫山县鸿森雕刻有限
公司牌子的民房内，几个妇女在一张
长桌前埋着头，一手拿刻刀、一手拿树
叶，凝神静气地雕刻着什么。

“这叫叶雕，在树叶上雕画。”面对重
庆日报记者的疑问，36岁的村民谢天玉
话语简短，自始至终头未抬、手未停。

一旁的安静村第一书记王涛忍不
住打趣：“她们时间金贵，分分钟都是
钱啊。”

王涛所言不虚。
安静村2240口人，2020年人均

收入10500元。

不要误解这是一个富裕村的故
事，至2019年底，安静村最后7户15
人才脱贫。

安静村地处巫山县小三峡风景区
核心区域。从屈原到李白，从刘禹锡
到苏轼，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数文人
雅士到访过巫山，留下海量传世名作，
引来无数旅人流连忘返。

但数十年来，安静村流传着一句
苦涩的顺口溜——山下看着美，山上
活着难。

有多难？

双龙镇，曾经是重庆18个深度贫
困乡镇之一；安静村，曾经是双龙镇十
个贫困村之一。

最贫困的时期，安静村全村72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123户，占比17%；
全村户籍人口2240人，贫困人口434
人，占比19%。

“那时候的安静村，真的很‘安
静’。”今年60岁的村委会副主任杨天
火回忆，全村差不多每5人就有1个贫
困人口，乡亲们吃的就是自家地里“三
大坨”红苕、土豆、玉米。青壮年集体

外出务工，安静村越来越“安静”。
安静村的命运转折，源自重庆市

脱贫攻坚行动，也来自于一片小小的
红叶。

“全村2240人，严格说没有一个
村民不与叶雕产业相关。”王涛细数叶
雕所需种植、管护、采摘、选叶、清洗、
晾晒、描画、压平、雕刻等数十道工序
称，叶雕正演化成一个规模不小的产
业链，未来将惠及全村几乎所有村民。

“一片红叶，成为一个贫困村人人
走向万元户的起点。”王涛说。

一片红树叶 变成脱贫增收的好生意

□本报记者 王翔

入春后的长江、大宁河两岸，春花绽
放，新芽萌发。

3月 11日，在巫山县曲尺乡朝阳
村，造林工人们将一棵棵高约1.5米的
红枫树苗细致地栽进事先挖好的坑中，
填土、踩实、浇水……

这是一片倾斜约40度的荒坡地，位
于小三峡的核心地带，往年入秋后荒草
就会枯败。在这里植上红枫后，红叶衬
着碧绿的江水，景色将变得明艳动人。

近年来，巫山县围绕“巫山红叶”景
观品牌，结合长江两岸绿化美化，大力打
造三峡红叶景观带，让一棵棵普通的乡
土彩叶树，变成一片片点缀壮美三峡的
景观树。

全国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观
赏期最长的红叶景区

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
峡……一入深秋，很多景区都进入旅游低
谷，长江三峡却迎来旅游高峰——巫山红
叶，已成为三峡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

“过去，巫山红叶的总面积虽然比较
大，但较为分散。最近几年我们通过努
力，集中成片的红叶面积大幅增长，成为
巫山旅游的一块金字招牌。”巫山县林业
局局长张明祥介绍，2018年以来，巫山
县累计投入2.3亿元，结合国土绿化，重
点在长江、大宁河沿线营造红叶景观林，
通过加强红叶景观保护和补植，消灭断
档和天窗，丰富红叶品种，提升红叶品牌
质量。

巫峡口的文峰观过去是个荒山包，
现已成为游客到巫山后观赏的第一片红
叶林。

“游客来到巫山县城后，大多都要眺
望巫峡，但过去这里的树木长势不好，红
叶树零零散散。”张明祥说，2018年起，
巫山县对文峰观的红叶林进行抚育改
造，使文峰观的红叶林集中成片面积达
到500亩，并完善了游客步道等设施。

据介绍，2018年以来，巫山县已累
计栽植黄栌、乌桕等红叶树2000万余
株，累计营造红叶景观林12万余亩，使
巫山红叶林集中分布面积达20万亩，逐
步成为全国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观赏期
最长的红叶旅游观光基地。

“目前，我们正结合‘两岸青山·千里
林带’建设总体方案和2021年度工作方
案，持续打造三峡红叶景观带，进一步丰
富红叶、红果树种，力争形成‘春秋赏红
叶、夏赏红花，秋冬赏红叶红果’的四季
有红美景，让长江母亲河更加靓丽怡
人。”张明祥说。

人工调控让红叶色度更艳丽，
观赏期延长15天以上

“绿化美化长江母亲河，我们也要尽
一份力。”近日，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
研究所所长冯大兰又来到了巫山县。她
此行的目的是进行彩叶树种引种试验研
究，对各种红叶树种的落叶情况、色泽等

开展调查。
过去，巫山红叶一直是原始自然生

长，其长势、景观效果及观赏期受气候、
地质、土壤及群落生物因素的影响较大。

为进一步提升巫山红叶品质，2018
年巫山县成立了三峡红叶研究所，由西
南大学和重庆市林科院组成专家团队，
开展巫山红叶呈色调控关键技术及技术
集成应用的研究，并在文峰观、神女峰、
黄岩景区等重点区域实施人工调控巫山
红叶呈色工程，让游客能欣赏到更为持
久、更为壮观的红叶美景。

“我们进行了红叶分布区的样地设
置、本地调查，对植株、土壤的矿质营养
检测分析，最后总结出红叶的营养需求
规律。”冯大兰说，研究团队从植物营养
学的角度出发，结合红叶分布区土壤营
养情况和红叶的营养需求规律，研制出
一个适合红叶的专用配方。

“通过几年观察，神女峰景区的试验
效果就非常明显。”冯大兰说，试验区的
红叶林长势和观赏性都显著提升，一是红
叶色度更艳丽，二是红叶观赏期延长15
天以上，“去年底，其他地方的叶片都已掉
落，而试验区的叶片还有80%左右。”

“巫山红叶的试验示范已基本成功，
今年相关技术已纳入巫山‘十四五’林业
规划，进行全面推广。”冯大兰说，巫山红
叶仅仅是其中一个树种（黄栌），而类似
的彩叶树种还有鸡爪槭、枫香、美国红
枫、红栎等。下一步，专家团队将围绕不
同树种的营养调控做进一步研究与推
广，今年已新增启动“重庆乡土彩叶林木
种质资源筛选与收集”、“生态林景观彩
化改造技术应用推广”、“5种彩叶树种
引种试验研究”3个项目。

向红叶要效益，建成以红叶为
主题的乡村旅游点50个

随着在国土绿化过程中大量栽种红
叶红果树种，巫山红叶这几年已从大江
两岸、小三峡流域逐渐延伸到较为偏远
的乡村，出现了红叶坡、红叶沟、红叶坪、
红叶崖、红叶湖、红叶村……不仅扮靓了
远村山野，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可观的
经济收益。

为迎接游客的到来，巫山县还新建、
改造、升级了一批旅游基础设施。例如，
已全线贯通的神女溪南北环线，可使游
客既可隔江眺望红叶，又可近距离观赏
红叶。

望天坪乡村旅游点位于巫山县城南
岸的建平乡春晓村。这里视野开阔，能
览高峡平湖，赏巫山云雨，观县城全貌，
看长江大桥、小三峡龙门大桥和新花林
场万亩松林等景点，还可体验密林中别
具情趣的步道，山风徐徐，清凉无比。

“现在一个冬天就能挣 8万多块
钱。”春晓村农家乐老板陈让明说。陈让
明的农房地处神女溪南环线，距黄岩景
区不远，这几年景区内修通了盘山公路，
建设了观光索道、垂直观光电梯等旅游
设施，每年红叶节期间，不断涌入的游人
让周边农家乐几乎天天客满。

围绕红叶，巫山做足了文章。截至
目前，全县共培育红叶民宿、红叶酒家、
红叶农庄等80余家，建成以红叶为主题
的乡村旅游点50个。2020年长江三峡
国际红叶节期间，巫山县共接待游客
108.1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9.51
亿元。

20 万亩红叶景观带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的故事
从赏红叶到雕红叶，巫山一本红叶经坚持“念”了15年

安静村的红叶叶雕产业，从无到
有、从弱到兴，离不开对自然的敬畏
以及对生态的反思。

当记者提出想拍一张村民用柴
火灶烧饭的画面时，安静村第一书记
王涛想了很久，才想起现在还有哪一
家村民在烧柴做饭。

如今的安静村，家家户户做饭基本

都是燃气灶。这对周边林木密集的村
民而言，要抵御漫山遍野“免费柴禾”的
诱惑并不容易。但如今，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扎根村民心中。

巫山县从2007年开始大张旗鼓

“念”这本红叶经。15年来，县委、县
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
底，红叶经的焦点从未偏移，终于让
这片小小的红树叶，形成了一项涵盖
旅游、文化、工艺品等众多领域的崭

新产业。现在，巫山红叶已从长江两
岸、小三峡流域逐渐延伸到偏远乡
村，勤劳朴实的村民们围绕红叶做实
事，精心打造出红叶坡、红叶沟、红叶
坪、红叶崖、红叶湖、红叶村……巫山
红叶已成三峡新名片，不仅扮靓山野，
也带来可观收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在这里又一次得到有力佐证。

巫山红叶已成三峡新名片

2020年11月19日，巫山县文峰景区，红叶诗画长卷在山川之间缓缓铺开。(资料
图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小小一片红叶，在画家的画纸上是素材，在诗人的笔墨下是
意境……但在巫山县，这片红叶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产业，更
是一方百姓挣脱贫困奔向富足的可触愿景。

这片红叶经过巧手雕琢，就成了凝练文化和历史的红叶雕，实
现了把生态变现为产业、把产业蕴藏于生态。巫山红叶不仅由此打
造了一项鲜红耀眼的产业，更重塑了一座千年古城的风姿。

□本报记者 陈波

【记者手记】

安静村红叶叶雕产业因红叶而诞
生、发展、壮大，虽然是近几年的事，粗
看如天降机遇，但实际上，由这片小小
红叶引发的相关产业，早在十几年前
就开始出现了。

千百年来，红叶对巫山都有特殊
意义。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统计显
示有200余种植物的树叶在秋天会变
成红色。然而，这些红叶除了让文人
墨客咏叹一番外，剩余的作用就是供
当地百姓引火烧柴。

巫山红叶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始
于2007年。那一年的11月28日，首
届三峡红叶节暨第八届神女旅游文化
节在巫山县开幕。

开幕当天，巫山县接待游客1万

人，比当年的“十一”黄金周还火爆。
也是那一天晚上，巫山县城宾馆饭店
里的5000多张床位爆满，部分游客只
能在游船上过夜，甚至周边农家乐床
位也被一抢而空。

不仅引来了游客，首届红叶节还
引资16.5亿元。

尝到甜头的巫山县，随后在这片
小小的红叶上，开始了一场持续至今
的红叶产业打造。

人工繁育、飞播造林，来自巫山县
林业局的数据显示，十几年来，巫山县
以每年4万亩左右的速度种植红叶植

物，截至2018年已超过120万亩。
这本红叶经，巫山县坚持“念”了

15年——从2007年起，巫山县每年举
办红叶节。到2019年，巫山县在红叶
节期间接待游客逼近百万大关，达到
98.5万人次，同比增长36.8%，创造综
合经济收入 8.97 亿元，同比增长
30.2%。

2020年11月20日，第十四届巫
山国际红叶节开幕。为使红叶观赏更
立体，巫山县修步道、建索道。在南北
环线贯通后，游客既可以水上游三峡，
又可以空中俯瞰三峡，形成水陆空游三

峡、360度环线赏红叶的旅游新业态。
2019年3月8日，位于建平乡柳

坪村的红叶博览园正式开工。这个总
规模3000亩、仅基础设施投资就达
1.9亿元的项目，是巫山县2019年第
一季度重点项目。该项目采用了一套
很特殊的投资运营方式：由巫山县旅
发集团、巫山县绿源公司、柳坪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户4方合资投入，共同
建设经营红叶博览园。看到红叶产业
的巨大前景，农户们争相入股。

这一片小小的红叶，正在给巫山
带来巨大的产业动能。

一本红叶经 巫山坚持“念”了15年

想用一片叶子改变一个村，这种
“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作法，可以想象
在刚起步时曾遭受多大的阻力。

2017年，对口帮扶安静村的重庆
市文联，组织重庆市文艺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重庆市创意
设计家协会的文艺家和西南大学植物
学家赴安静村，对红叶雕进行深度挖
掘调研。那时，村民们的眼神中充满
了怀疑，脾气火爆的老村支书赵长保
更直言道：“我们安静村穷得只能薅树
叶子吃了吗？”

面对村民们的疑惑，王涛也不恼，
请叶雕艺术家现场雕刻，向大家展现
叶雕的魅力。2018年11月8日，安静
村历史上第一片叶雕作品，在堰兴剪
纸传承人、民间工艺大师黄继琳手下
完成。

那是一片农人牵着耕牛耕地的叶

雕作品，朴实却惟妙惟肖。
一片安静之中，这片叶雕作品在

村民们手中静静传看。村民们的眼
神，也从漠然到惊讶、再到跃跃欲试。
安静许久，终于有一个怯怯的声音响
起：“老师，我们没得啥子文化，也不会
雕啊刻啊，啷个整？”

“包教包会！”王涛腾地从椅子上
跳起来，他等的就是这一刻。作为市
文联下属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王涛
早已筹谋好一切。

安静村历史上第一个叶雕工艺培训
班，就这样在当天开始免费现场教学了。

摘一片合格红叶3至5分钱、雕刻
一片合格叶雕3至5元钱……一夜间，
红叶雕仿佛搅动了安静村安静了千百

年的空气。
谢天玉在电话里得知村里发生的

这一切后，立即从深圳一家电子厂辞工
回乡，平生第一次拿起雕刻刀。

“老公和两个儿子天天见，工资也
不比深圳低多少，我为啥不回来？”谢
天玉快言快语。

叶雕在中国的历史极其久远，西
周时期“剪桐封帝”的典故就展现了叶
雕文化，但真正将叶雕打造成一项现
代产业并不容易。

通过市文联联系，安静村请来了
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专家、学者，学科
范围遍及植物学、美学、民俗学、标本
学等。在经历无数次试验失败后，安
静村的叶雕作品终于具备了长久观赏

和保存的价值。
2019年11月，安静村村民赵本坤

牵头筹建巫山县鸿森雕刻有限公司
（红叶雕工作室），村民入股占60%，公
司入股占30%，村委会提供工作场所
和部分设施占股10%，一项红叶叶雕
产业终于横空出世。

短短一年后，安静村哪怕是一位
老年人，生产季仅靠红叶采摘，一天收
入即可达200元左右。

至此，一个此前不敢想象的红叶
叶雕产业，在安静村全面形成。

现在，一片精美的叶雕，因工艺不
同，卖价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2019年底，安静村最后7户15人
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为零。

一个培训班 带动红叶叶雕产业横空出世

小图：3 月 24 日，巫山
县双龙镇安静村村民在红
叶上雕刻生肖图案。

大图：3 月 24 日，巫山县双龙
镇安静村，村民正在雕刻红叶。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