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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市住房城乡建委发布消息：今
年，重庆住建和财政部门将联合行动，按照
每人 4000 元的补贴标准，在潼南、荣昌、武
隆、奉节、石柱、巴南、铜梁、忠县、酉阳等 9
个区县开展传统建筑工匠培训。

目前活跃在重庆传统建筑市场的本土
工匠只有数百人。“重庆传统建筑工匠已

是青黄不接，再不培养技艺传承人，再过
一二十年，巴渝传统建筑谁来保护、谁来
修缮？”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不无
担忧地说。

重庆传统建筑，有着怎样一个市场？工匠
们的生存情况如何？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
了调查。

匠人青黄不接
巴渝传统建筑谁来守护

传统建筑工匠后继乏人，难题该如
何破解?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全国传
统建筑市场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古建筑行业总产
值达到600亿元，预计“十四五”时期，市
场还将保持稳中向上的发展趋势。

重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传统
建筑市场也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市住
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传统
建筑保护、修复的市场可观，全市现有23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1个市级历史文
化名镇；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5个市

级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110个、
市级传统村落75个；还有市级历史建筑
696栋、6579处文物建筑。目前，全市从
事传统建筑工程的承包企业已超过700
家。仅传统村落保护一个板块，今年我
市计划投入市级及以上财政资金近3亿
元，比去年增加近4倍，预计带动其他投
资将超过10亿元。

一些有识之士从重庆传统建筑市场
中，也淘到了金。2014年，四川美术学
院毕业的周奎回到巴南区石龙镇老家，
跟父亲学起雕工。7年多时间，周奎成为
当地有名的周氏木作市级非遗传承人，

不仅获得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还
开起重庆古御工艺品有限公司，公司年
收入最高时达到900万元，而其中近一
半收入来自传统建筑市场。

如何弥补传统建筑工匠人才不足的
短板？记者了解到，此次传统建筑工匠
培训，我市放宽了培训对象条件，只要身
体健康，年龄在18至55周岁，热爱传统
建筑建造修缮工作，且有一定的传统建
筑建造修缮技艺基础的人员均可参加培
训。同时，培训工种更加丰富，除了鼓励
相关区县开展指定的传统建筑木匠、石
匠、砖瓦匠等工种集训外，还可根据当地

情况适当增加装饰类、造园类、烧造类等
工种培训。

建立巴渝传统建筑工匠名录的工作
也在推进中。我市将对从事传统建筑建
造修缮工作达10年以上，掌握娴熟的传
统建筑建造修缮技艺，积极传承技艺的，
直接颁发住房城乡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
业培训高级合格证书，列入市级巴渝传
统建筑工匠名录，认定为传统建筑建造
修缮技艺传承人；并鼓励市级巴渝传统
建筑工匠优先承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等项目。

“‘十四五’时期，我市将培训传统建
筑工匠2000至3000名，力争每个区县
有二三十个‘领头人’，以此推动传统建
筑工匠队伍发展壮大。”市住房城乡建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仅传统村落保护一个板块，今年我市计划投入市级及以
上财政资金近3亿元，比去年增加近4倍市场很大 短板要补

今年4月的一天，涪陵区青羊镇大
雨如注。在当地的陈万宝庄园，一道道
雨帘顺着屋檐急泻而下，但院子的天井
内，却并没有积水。

“陈万宝庄园建于1862年，300余名
工匠耗时12年建成。”涪陵区住房城乡
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庄园修建之初，就
精心设计了主次分明、明暗结合的排水
系统。

陈万宝庄园桶沟采用了特制的长瓦
并涂上了锡，雨水打在锡瓦上，流速会加

快。不仅如此，庄园各处还修建有明沟、
暗沟和盲沟以及石导水器，高效的地下
排水系统能及时导流，使得建筑在暴雨
中“安然无恙”。

不过，这座精巧的古建筑，却给后期
修缮带来挑战。去年底，涪陵区对陈万
宝庄园启动修缮工作。为准确还原庄园
的原有风貌，该区制作了10:1的庄园木
质模型，还原了建筑的屋顶、柱子、桷沟
等细节，并对各部分进行拆分、组装，编
制出详细的维修方案报请市内专家审定

后，方着手对外招募工匠。
“我们花了近三个月时间，找遍整个

重庆，才找到不足30名老师傅。他们中
不少人年龄已超过60岁。一旦师傅们
的手艺没人继承，将来庄园再需要修复
时，我们去哪里找手艺精湛的工匠？”青
羊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去年
下半年，巴南区石龙镇覃家大院启动
修复工作，在当地招募传统建筑工匠
时也遭遇“用工荒”。无奈之下，项目

部只好到外地去请工匠。
调查显示，目前，活跃在重庆传统

建筑市场的工匠，以外地人居多，本土
工匠只有数百人，他们大多分布在渝东
南地区。个别工种的执业情况颇不乐
观。比如，灰塑工之类的冷门工种，整
个重庆只有二三十人。彩塑工，更是少
见踪迹。

“工匠后继乏人，是我市传统建筑
市场面临的最大尴尬。”重庆住房和城
乡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历史文
化名城专委会委员张小东表示，重庆
传统建筑工匠以木工、石工为主，年龄
多在55岁以上，大部分最多可干到70
岁。

重庆传统建筑工匠以木工、石工为主，年龄多在55岁以
上，冷门工种难寻人年龄老化 后继乏人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干这门高收入的
手艺活？

记者了解到，传统建筑工匠培训主
要靠“师带徒”，一门技艺通常需要“学三
年、帮三年、看三年”。漫漫学艺路，让不
少年轻人望而却步。

70岁的刘成柏，是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传承人。他先

后带过的几十个学生，目前大多数已另
谋出路，坚守下来的成熟徒弟很少。

工作条件艰苦，也是年轻人不愿做
手艺活的重要原因。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酉水河镇石匠白凯透露，石雕师傅
经常在室外工作，长期跟切割机、磨光机
打交道，有时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
小时。曾当过漆工的酉阳偏柏乡苗坝村

村支部副书记唐开泉告诉记者，太阳还
没出来，油漆工就要上山割漆，回来还要
自己熬制土漆。程序复杂，费时费力，愿
意当漆工的人越来越少。

此外，随着建造技术的更新换代，愿
意修建传统建筑的客户越来越少，许多
年轻人对传统建筑市场并不看好，也是
古建筑工匠后继缺人的重要原因。

最近，奉节开展传统建筑工匠培训就
遇到尴尬事：受训者包吃包住，不用出一
分钱学费，只需抽出一周左右时间参加集
训，考核合格后就能拿到官方认定的职业
资格证书。对于这种不花钱还能长技术
的好事，许多青年工匠却不“感冒”。

奉节县住房城乡建委村镇科负责人
透露，奉节是劳务输出大县，留守的多为
老人和小孩。加上该县传统建筑较少，传
统建筑工匠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一些
匠人觉得手艺够用就行了，参加培训每天
还要损失几百块钱劳务收入，不划算。”

传统建筑工匠培训主要靠“师带徒”，一门技艺通常需要
“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学徒难招 坚守更难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孟晓轲：投身社会公益 用爱温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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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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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孟晓轲，
是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心阳社会工
作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助理社会工
作师。2017年以来，他针对秀山农村
地区“三留守人群”、特殊人群及普通
居民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工作期
间，参加重庆市首届志愿服务大赛荣
获铜奖，执行重庆市第四届公益创投
项目“身心健康伴成长”少数民族地区
乡村小学儿童成长支持项目（重庆儿
童救助基金会、重庆福彩公益创投资
助项目）荣获“优秀项目”称号。

一次偶遇 结缘社工

那是2017年2月，孟晓轲还是一
名大学生志愿者，去秀山县隘口镇坝
芒村服务的路上遇见一位老人。见老
人一脸忧伤、神情无助的样子，他走上
前去探个究竟。在了解到老人的子女
常年在外务工，老人独居在家，感到孤
独寂寞，需要关爱和社会关怀后，他立
志要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用所学的
知识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从事社会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每个项目都会耗时几个月或一
年以上，需要付出大量心血和精力。此
后，他进村入户、走街串巷，累计完成公
益性服务项目10余项。长年累月户外
行走、日晒雨淋，虽然让原本白净的脸
变黑了，但却收获了群众的口碑。

孟晓轲成为社工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重庆“三区服务计划”项目，去钟
灵镇云隘村开展村民的需求调研。他
每天都是清晨5点起床，提前给大伙
备好早餐。6点准时出发，每天徒步
20公里左右，一路爬山涉水，挨家挨
户逐一走访交谈。饿了，傍着山路席
地而坐，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山
泉水，继续出发。经过20多天的不懈
努力，调研小组走访32600余人次，书
写了10万余字的群众需求调研报告，
为钟灵镇云隘村扶贫社会工作提供了
专业数据支撑，受到了委托部门的充
分肯定。

逐梦公益 收获喜悦

孟晓轲的每一次公益服务，都倾
注大量心血，最后都收获了帮助他人

的喜悦。
2017 年 9 月，孟晓轲所在的心

阳社工承接了全国第四届公益创投
项目——“身心健康伴成长”少数民
族地区儿童成长支持项目。他牵头
在郭园小学、长滩小学试点，联合学
校教职工、志愿者等力量，以生命教
育、安全教育、心理疏导和困境儿童
救助等服务为主要内容，采取主题
班会课、主题小组、主题活动、家访
及个案管理等方式，开展少数民族

地区儿童成长支持。经过一年试
点，改变了居民对儿童成长支持的
认识，使大家明白了孩子成长支持
不仅是要学习成绩好，更重要的是
身心素质的综合能力提升。同时，
他还促进了素质教育，社工结合传
统班会课注入生命教育互动，“活
化”了学校素质课程与氛围，增强了
学校、家长、孩子之间的联系。

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孟
晓轲牵头在秀山郭园小学、隘口镇中

心校实施“安全教育·与爱童行”关爱
儿童身心安全教育服务项目。为让
学生对校园欺凌说“不”，他与4名社
工分别入驻两所学校，开展了“拥抱
安全的未来”安全教育主题趣味活
动，通过趣味互动的方式，增进儿童
之间和师生之间的感情，丰富其业余
生活；通过每个摊位互动游戏，让参
与儿童学习掌握相应安全知识与技
能，助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及学校安
全教育内生发展。他还开展安全教
育主题课程，帮助孩子们学习了校园
安全知识，掌握了校园欺凌的定义、
形式及应对方式，助力孩子健康快乐
的成长，为杜绝校园欺凌现象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坚守初心 砥砺前行

自2017年参加社工公益服务以
来，孟晓轲牵头承接实施了市级财政
支持项目——秀山村居社工站建设项
目，建立村级社工服务站2个，服务

“三留守”人员1万余人次；实施秀山
县农村社会工作示范项目，推动社区、

社工和社会组织“三社”共同参与社区
治理；实施秀山县尝试贫困乡镇农村
老年社工服务项目，在秀山县深度贫
困乡镇隘口镇形成常态化的“社工+
领域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群众”
的老年服务联动模式，打造了社会化
养老、短期疗养、城乡融合的养老服务
模式县级示范点，等等。

“我坚持做社工，没有任何目的，
就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服务对
象的每一个细微变化，或者偶尔的一
个拥抱、一个微笑、一句感谢，都让我
感觉非常的满足、开心和快乐。”孟晓
轲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表
示，社会工作教会了他充分信任服务
对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同
时也教会了自己“助人自助”，让他在
服务他人的同时成就自己。他的人生
会有很多个“五年”，在无数个“五年”
中，他将始终秉承“不计得失、全力以
赴”的态度继续为他人讲述自己的社
工故事……

潘锋 张铄 图片由秀山县心阳社
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提供

孟晓轲在健康主题社区活动中带领老人们学习养生手指操孟晓轲在健康主题社区活动中带领老人们学习养生手指操

□本报记者 廖雪梅

今年初，巴南区石龙镇覃家大
院进行保护性修缮，施工方给周氏
木作市级非遗传承人周奎拉来两扇
破败不堪的旧门，希望他根据仅存
的两扇门图案，推导出另外的六扇。

周奎看了一眼，立即分辨出这
是八仙门。

可是，由于年份已久，覃家大院
的八仙门风化严重，看上去跟普通
雕花没有两样，人物特征更是模糊
不清，如何实现高质量的“修旧如
旧”？

周奎自有高招。他通过反复推
敲门窗和门腰、雕花之间的联系后，
发现其中暗藏的规律，顺利完成了
八仙门修复。

木雕修复是周奎在多年的雕刻
生涯中练就的一个绝活。许多客户
经常把木窗拉到周奎开办的古御工
艺品有限公司要求修复，有些人索
性拿手机拍下图片，要求周奎根据
图片雕出新的门窗。周奎均能满足
他们要求。

让人想不到的是，长期与雕刻
刀打交道的周奎是四川美术学院毕
业的学生，学习的是动漫制作和泥
塑专业。

2014年，在父亲的劝说下，周
奎辞掉前途不错的工作，返乡向父
亲——周氏木作技艺第四代传承
人周成文学习木工雕刻。从此，他
把木雕和古建筑当成了自己的爱
好。

周奎经常接连几天守在棚子里
创作或是蹲守工地与古建筑工人们
一起，讨论每个拆下来修复又重新
安装上去的建筑构建。闲暇之余，
他还致力于收集民间遗留下来的木
雕家具。

长时间的耳濡目染，让他练就
了一身好本领，不仅能在一平方厘

米、指甲盖大小的木料上雕刻近30
刀，在来料识别上也练就了“火眼金
睛”，对金丝楠木等木料的产地、硬
度等判断信手拈来。

2018年，周奎随重庆市文化团
赴毛里求斯文化交流，他设计制作
了毛里求斯国鸟《渡渡鸟》系列作品
和中国仕女木梳赠予毛里求斯总
统。看到周奎的作品，毛里求斯总
统赞叹不已：“中国工艺非常细腻，
这是我看到的最精美的渡渡鸟作
品！”

周奎还有许多作品斩获业界大
奖。2017年他创作的木雕《春夏秋
冬》荣获中国工美“工匠杯”银奖。
2018年，他和父亲创作的木雕作品
《万古长青》荣获中国工美“工匠杯”
金奖，这是重庆木雕首次获得此项
殊荣。

周氏传统木雕造型奇巧、精美，
不少作品远销海外。多层镂空雕是
不少匠人的长项，在这方面，周奎和
父亲进行了许多创新。他们针对镂
空雕刻隐藏度较多、转折角度大、
层次错综复杂等挑战，摸索制作出
了120度角清底平刀、C形反挖勺
刀以及软丝线砂等工具，解决了深
层和遮挡层的挖空工作、遮挡底层
的清底工作和高低错落密闭缝隙
的打磨问题，使得周氏木作的镂空
雕刻更加立体，人物神态塑造更加
栩栩如生。2019年，周氏木作获
评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周奎也获得重庆市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

编者的话：
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许许多多富有特色的传统建

筑。传统建筑的保护、修缮，离不开技艺精湛的工匠。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重庆日报记者赶赴巴南、武隆、酉阳等

地，采访了部分巴渝传统建筑工匠。今起推出“巴渝建筑工匠有‘绝

活儿’”系列报道，向读者展示巴渝传统建筑工匠们让人称奇的看家

本领，也向这些一丝不苟、默默付出的劳动者表达敬意，期盼更多人

关心我们的传统建筑和它的守护者。

周氏木作市级非遗传承人周奎：

可在指甲盖大的木料上
雕刻近30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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