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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暮春时节，位于武陵山区的重庆
黔江区峡峰叠翠，松鼠跃枝头，野菜满
山坡，而活跃在这里的一群群年轻人
更胜似美好的武陵春光。那一股股青
春力量，正涌动在舞台上、屏幕中、织
机前……

一首歌唱红十三寨

“幺妹我住在十三寨，隔山隔水又
隔崖，树上喜鹊喳喳叫，蝴蝶双双落花
开……”15秒，4句歌词，嗓音清亮高亢
的歌手覃诚芳和十三寨一起火了。

覃诚芳形容自己是“被迫火起
来”，这位“85后”土家幺妹从没想过一
首歌能唱红十三寨。2018年，由她演
唱的土家族民歌《幺妹住在十三寨》被
网友截取片段做成短视频发布，一时
间引发上万人在抖音上对口型表演。

十三寨位于黔江区小南海镇新建
村，是由13个土家传统院落构成的民
居群落。2016年，黔江区深度挖掘土
家民俗文化，举办首届最美寨主大会，
覃诚芳被推选为土家十三寨总寨主，
承担对外宣传推广十三寨的任务。

如何让独具特色的土家十三寨
“出圈”？覃诚芳找到土家民歌知名词
曲作者创作了这首曲优词美的民歌。
歌曲走红网络后，不少网友留言：“真
想去十三寨看看！”后来覃诚芳在十三
寨举办了一次歌会，来自全国各地的
上千名歌迷专程赶来助阵。

抖音的传播速度和可观流量，让
覃诚芳看到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优势，
她注册了自己的抖音账号，将大量十
三寨视频“上网”，十三寨的名气逐渐
大了起来。

飒！土家幺妹显身手

“我们是土家八幺妹，我们为黔江
羊肚菌代言……”屏幕前，8名年轻美
丽的女子身着土家服饰，手拿羊肚菌，
青春的脸上扬起笑容。

“参与直播的土家幺妹都是十三
寨的寨主，我也是其中一个。”脱下刺
花巾帕和五彩织锦长裙，女儿寨寨主
李佳又变身为一名导游。

十三寨沿用女寨主传统，女寨主
们来自各行各业，由寨主大会公开选

出。去年，李佳等人成立了土家八幺
妹志愿直播团，李佳担任团长，带领寨
主们在抖音上推荐黔江旅游活动和农
特产品。

小南海镇镇长田云华告诉记者，
2014年起，黔江对十三寨的土家吊脚
楼群进行保护修缮，发展民俗旅游，并
确定“一寨一品”策略，十三寨的寨主
们就成了十三寨的“免费广告”。

“寨主更像志愿者，没有工资也不
直接管理山寨，是山寨的形象代言
人。”陈家寨寨主陈福容说，“大家凭着
一腔热血，只想家乡越来越好。”

有一次，几个幺妹走进茶田搞采
茶直播，脸晒到脱皮，却没有一人叫
苦。平日里，即便工作忙碌，也少有人
缺席集体活动。“几个小姑娘的努力，
让人佩服。”田云华说。

回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熊家寨能“武”、何家寨能“歌”、摆
手寨能“舞”……如今，十三寨村民依
靠各具特色的产业吃上“致富饭”。

多年前，这里交通不便、经济滞

后，山里的年轻人奔向城市打工。如
今，民俗旅游、非遗文化发展起来，进
城的年轻人又不约而同回来了。

小南海镇在2017年引进重庆笃诚
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笃诚公司）
发展西兰卡普非遗产业。32岁的小伙
子舒敏去年返乡后加入笃诚公司，负
责西兰卡普非遗项目的整体运营。在
土家语里，“西兰卡普”意为花铺盖，是
一种土家织锦，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去年初，小南海镇打造西兰
卡普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在这里工作
不仅稳定，还能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帮
助家乡发展，何乐而不为？”舒敏说。

在西兰卡普非遗工坊，返乡“90
后”李蔓正仔细编织着西兰卡普织
锦。李蔓说，公司为每个员工都购买
了社会保险，每月基本工资有2000多
元。除了做织工，她还负责工坊产品
的电商销售工作。

田云华说，返乡年轻人有知识、有
技能，懂电商、会营销。许多年轻人白
天在工坊工作，晚上参与土家民俗歌
剧院的演出，多种收入让年轻人“留”
得放心。

新华社重庆电 （记者 吴燕霞
黄伟）文物修复工作重要而又神秘，公
众对高难度的文物修复工作充满了好
奇。今年6月11日是我国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活动主题是“文物保护：时代
共进 人民共享”，记者走进三峡文物
科技保护基地，见证文物修复师的工
作，揭开文物修复的“神秘面纱”。

白大褂、口罩、手套……走进不同
类别的文物修复室，仿佛置身“医院”
之中，修复师们身着统一的白色大褂，
案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修复文物的

“手术刀”。无论是斑驳难辨的书画作
品，抑或是面目全非的青铜器具，只要
经过这些能工巧匠的修复，都会在他
们的手中重新绽放光彩。

来自重庆南岸区的刘丽娅还是第
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文物修复，她感
慨地说：“以前只看到修复后的文物，
今天看到修复师精密的修复过程觉得
很震撼。”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高新技
术不断涌现，数字文物技术、VR、AR
等新兴虚拟现实技术正越来越多地被

引入到文物科技保护领域。在基地一
楼展厅，文物修复VR体验系统面向非
专业观众研发开放使用，观众们只要
戴上VR头盔，就可身临其境体验文物
古琴修复的奇妙过程。

与此同时，许多传承多年的“古
老”修复操作也没有被弃用。比如，直
到现在，书画修复仍然靠纯人工清理
画心，也就是给旧的书画“打扫卫生”。

文物修复，既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
文化传承，让人们在保护文物的过程中
了解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日，辜国强在检查花丝镶嵌作品
“凤引九雏”。

花丝镶嵌工艺又称细金工艺，是一
门传承久远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它以金、银等为原料，采用掐、填、攒等技
法，将金属丝制成千姿百态的造型。

7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90后”小
伙辜国强偶然接触到花丝镶嵌技艺并
迅速爱上了这门古老的手艺。拜师学
成后辜国强建立了现在的工作室，开始
探索利用这门传统工艺制作适合现代
人佩戴的饰品，以创新的手段重塑老技
艺，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机。

如今，辜国强的工作室一个月能销
售约300件花丝镶嵌作品，并远销国外。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文物复活术”带你一秒穿越到古代

黔江区小南海镇小南海国家地质公园风光黔江区小南海镇小南海国家地质公园风光（（无人机全景照片无人机全景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黄伟黄伟 摄摄

涌动在武陵山间的青春力量
——重庆黔江文旅融合发展见闻

■ 王金涛 李晓婷 伍鲲鹏

四川竹琴

●江北区成君餐饮店遗失重庆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核发日期：2019年 6月 5日，许可证编号：
JY25001050157286，声明作废。●蔡小祥遗失压力容器操作证- R1，学号 180496010, 证号
500101199210165251，声明作废。●付钰遗失身份证，证号：321102200405301021，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重庆市汽车配件行业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5000005678524070,声明作废。●叶承凡身份证遗失，证号：511602200204175893，自见报之日起不
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熊朝伦遗失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证，证号512222197311047491，声
明作废。●江北区胡超食品店遗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5608834182，声明作废。●经营者：胡超，*（店名）遗失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5608834965，声明作废。●重庆香雪医药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龙湖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105780701)声明作废。● 胡 固 林 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
430923198209201154本人已申领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李金成不慎遗失叉车司机证，证号511621199709288838，特此声
明作废。●遗失声明:李静于 2022年 6月 13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件，证号：
500222199210210363现声明作废。●九龙坡区九龙园区洪峰建材经营部遗失公章、财务章、高山峰章，
现声明作废。●杨畅露身份证遗失，证号：500103198705251512，自见报之日起不
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江忠原（父亲：江晓继，母亲：杨安容），2006年9月12日出生，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证件编号：G500118175，现声明作废。●吴灿身份证遗失，证号：532129197711200910，证件有效起始日期
2008年10月14日，现声明作废，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
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遗失刘兴盛，曾娟之女刘真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医院的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J500198882作废。●刘正龙遗失叉车证一本，证号522424200007172810特此声明。

四川竹琴因采用竹制的竹筒和简
板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民间又称
为打道筒、唱道筒、打尺乓乓，流行于
四川省汉族地区和重庆市万州地区。

四川竹琴源于道观音乐，最早的演
唱形式为多人分角色坐唱，20世纪30
年代由贾树三创造出单人演唱形式，一
人以坐唱或走唱方式演绎多个角色。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四川竹琴音乐由单
一的曲调演变成多种风格各异的派别
调型，之后又在曲调的基础上形成多个
演唱派别。代表曲目有《三国演义》《包
公案》《白蛇传》《风波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