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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万州区高度重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坚持传承弘
扬优秀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其中的文
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完善保护机
制，着力构建传承体系，让非遗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截至
目前，万州已累计建成各类非遗基地
56个。

当前，万州区已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项，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4项，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9项；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名，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31名，区级代表性传承人148
名。全年培训各类非遗学员1500余
人次。

今年以来，万州区开展了2022万
州区非遗文化生活节、熊家镇熊家小
学非遗巡展等活动，为广大市民群众

提供了欣赏非遗项目、感受非遗魅力
的窗口，进一步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

除非遗活动外，万州还通过打造
非遗文化街区和小镇，助力文旅融
合。目前，万州正在着力打造天生城
非遗文化街区、恒合非遗小镇、甘宁
镇楠桥村“古树别院”非遗小镇等多
个非遗小镇，把非遗元素融入其中，
吸引游客参与非遗、感受非遗，助力
文旅发展。

据万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万州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推进
重点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工作。继
续推进“非遗进校园、进社区”工程，
组织金钱板、竹琴、川剧等重点项目
培训活动，让人民群众在领略传统文
化的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
代相传。

酉阳民歌是武陵山区特有的
地理环境与苗、汉、土家文化融合
衍变的产物，其历史源头可追溯
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土司冉
守忠从夔州率兵来镇守酉阳，给
当地民歌注入了三峡巴音竹枝歌
的元素。清代雍正年间“改士归
流”，汉人迁入酉阳日益增多，酉
阳民歌融合进部分汉族歌谣的元
素。酉阳是民歌的海洋，每到传
统节日，各乡镇都要举办赛歌
会。已挖掘到的酉阳民歌大约有
1700多首，以黑水号子、楠木号
子和井岗号子为代表。

2008年6月7日，重庆市酉
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申报的酉阳
民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本报综合）

日前，笔者从黔江区水利局获悉，
自“水系连通 水美乡村”治水项目（以下
简称“项目”）启动以来，该局坚持“水
利+”思路，即以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为核
心，坚持水利+民俗风情、水利+历史文
化、水利+民间传说“多点出彩”的思路，
打造百年优质治水工程并为武陵山区、
全国山区地带实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
村建设项目提供“黔江经验”。

水利+民俗风情
让乡村“靓”起来

在水利+民俗风情方面，重点挖掘
土家婚俗及相关内容。近3公里的亲水
步道上，以“吃耳朵、踩户籍、送搭花礼、
送放话礼、取同意、过礼、接媳妇”为主
线，将土家族传统的婚俗流程以图文并
茂的方式进行全面展示。同时，还将建

设“土家摆手阁”、毕兹卡喜桥及土家文
化主题广场，以西兰卡普、土家生产生
活工具及场景雕塑、土家民俗文化文图
注解等方式为主，对土家民俗文化进行
立体挖掘并充分结合“情人谷”既有的
知晓度，为项目区域乡村旅游打造最为
独特的“引爆点”。

“独具特色的土家民俗风情，将成为
项目区域最具特色的一笔。这样可以让
游客在享受臻美的山川水景之外，还能
全方位体验土家民俗风情的魅力。”黔江
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以西兰卡普
为例，其一针一线串出的是时代的缩影，
一勾一拉尽显的则是文化底蕴。

水利+历史文化
让乡村“红”起来

如何传承“宁愿苦干、不愿苦熬”

的黔江精神，打造“臣心如水”的廉政
教育基地、建设“饮水思源谢党恩”的
红色教育基地以及研学教育基地等，
从而带动项目区域的党建游、团建游、
研学游、亲子游、主题游等，同样在这
次项目的重点考虑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黔江的“盐客调”
还被列入非遗名录并被作为重要的非
遗文化进行传承。据《黔江县志》记
载，黔江的采炼丹砂产业一直持续到
20世纪50年代……

这些历史文化，都将在项目区得
以较为全面地呈现。

水利+民间传说
让乡村“活”起来

黔江区“水系连通 水美乡村”治
水项目涉及辖区内金溪镇、城南街

道、城西街道、城东街道等4个镇街7
个村（社区）。其中，袁溪河流域的平
溪沟段，有鲁班沟、仙人碑、石豹子等
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蕴藏着50
万土家苗寨儿女吃苦耐劳、艰苦朴素
的特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
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民间文
化属性。

黔江区水利局负责人表示，黔江
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治水项目的“水
利+”思路，将持续完善和优化全区水
利工程建设，统筹推进全区水生态环
境治理，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实现
水美乡村、水富乡村的根本目的，添彩
水利助推农业增效、水利助推农村增
美、水利助推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
路，为全面构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黔江山居图”作出积
极贡献。

黔江：“水利+”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 王华松 兰丹

万州区累计建成各类
非遗基地56个

■ 向 涛

重庆
酉阳民歌

近日，2022四川省冬季旅游启动
仪式暨2022四川冰雪和温泉旅游节
在峨眉山景区举行。现场，峨眉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联动金佛山管
理委员会，发布峨眉山—金佛山共建
巴蜀文化旅游冰雪走廊行动计划，针
对市民推出系列优惠活动，并就旅游
发展进行深度合作。

即日起到2023年 2月28日，南
川区、峨眉山市两地市民凭身份证
可免门票游览对方景区。2023 年
内，南川区市民凭身份证享受峨眉
山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文旅
产品（滑雪场、温泉、酒店、演艺、茶
叶、文创商品、餐饮）市场价八折优
惠；乐山市民凭身份证享受重庆市
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山水都市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旗下文旅产品（滑雪场、温泉、
酒店、演艺、文创商品、餐饮等）市场
价八折优惠。

两地将以彼此为目的地，策划
推出 2~3日旅游线路，串联交通线
上意愿景区，共同打造峨眉山—乐
山大佛—重庆主城—金佛山“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精品旅游线路、自驾
游线路和“峨眉山月半轮秋 思君不见
下渝州——冰雪峨眉南川行”等自驾
游和团队游线路产品，并在冬季旅游
季组织两地市民互游对方景区首发
仪式。同时，两地将同步互投景区宣
传广告，为对方管理机构和企业人才
的学习、交流、培训提供平台和便利
条件，推进景区信息互享互通和大数
据平台共享共研，共同策划商定年度
客源地市场营销方案，推动区域市场
共同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共享。

峨眉山—金佛山
共建巴蜀文化旅游冰雪走廊

■ 邓 的

綦江城通惠河湿地公园内，河流
中溅起的水花在古石桥下呈放射状
溅开。

近年来，綦江区在开发建设旅
游观光新项目的同时，不忘着力保

护具有一定人文历史价值的古老建
筑 。 既 丰 富 景 区 、景 点 的 文 化 内
涵，也拓展了远近游客的相关历史
知识。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