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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大力
支持和推动非遗工坊建设，致力于
让更多人“看见非遗、认识非遗、体
验非遗、传承非遗”。近日，在德阳潮
扇传统工艺非遗工坊，记者深刻感
受到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早上八点半，杨占勇如往常一
样，准时迈进德阳潮扇非遗工坊，一
头扎进德阳潮扇的制作中，这一待
就是一整天。多年来，杨占勇对德阳
潮扇的制作早已驾轻就熟，他不仅
将传统工艺钻研得透彻，更在传承
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在制作潮扇时，他巧妙地将
蜀锦、三星堆文化、刺绣、贴画等
多种元素融入其中。在他的精心
雕琢下，一把把精致的潮扇相继
诞生。传统潮扇古朴有韵味；创新
潮扇设计新颖，让人眼前一亮；文
创潮扇，将德阳的风土人情、历史
文化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成
为人们了解德阳文化的一扇窗
口。2024 年，德阳潮扇荣获中国特

色旅游商品大赛银奖，被命名为
天府旅游名品。
“制作一把德阳潮扇的过程繁

琐且需要极大的耐心，绝非易事。”
杨占勇感慨道。从选材开始，到去竹
青、劈丝、编织、排线、装裱等，一把
德阳潮扇需要经过 18道大工序、50
余道精细的小工序。即便是熟练的
匠人，制作一把完整的德阳潮扇也
需要耗费三四天的时间。

尽管慕名前来拜师的人很多，
但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却寥寥无
几。为了保护和传承这项非遗技艺，
旌阳区文化馆在高槐德阳潮扇传承
基地建立非遗分馆，并成立了德阳
潮扇传统工艺非遗工坊。
工坊集潮扇工艺品生产、销售、

传承人研培、游客体验等功能于一
体，不仅为德阳潮扇的传承和发展
搭建了平台，也为高槐田园综合体
增添了文化内涵。游客们可以在这
里欣赏精美的潮扇作品，了解潮扇
的历史文化，体验潮扇制作技艺，感
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杨占勇的徒弟杨丽萍，便是在

一次非遗活动中对德阳潮扇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后，毅然拜师学艺。“老
师让我先试一试，看自己能不能坚
持下来，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更
加坚定了学习这门技艺的决心。”杨
丽萍说。

依托传承基地和非遗工坊，德
阳潮扇不仅为当地乡村注入了深厚
的文化内涵，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
“我们通过开办农民夜校、传承

人培训班等方式，培养更多的从业
人员，这些年已经有固定的 20 余
人，能够为我们制作潮扇。对于他们
来说，不仅掌握了一项技能，也为他
们带来了一定的收入，做得好、做得
多的，一个月收入能达到三千到五
千元。”杨占勇说。

通过农民夜校成为潮扇制作从
业者的李吉海告诉记者：“我已经做
了 6年扇子了，能够学习到这门技
艺并为家中带来一份收入，我感到
非常满足。”

如今，德阳潮扇已不再是“养在
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品，而是成
为了深受消费者喜爱的文化创意产
品，年产值达 800余万元。

此外，工坊还与学校联动，让学
生们近距离体验德阳潮扇制作技
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孩子们
心中播下非遗传承的种子。

旌阳区文化馆馆长杨孝明表
示，未来工坊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
深入挖掘德阳潮扇的文化价值和经
济价值，让这项百年技艺为乡村振
兴注入更加强劲的文化动力。

初春时节，贵州省岑巩县羊
桥乡坪地村的 400余亩芥菜基地
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村民们
正娴熟地挥刀收割，饱满的芥菜
经过修剪、分拣、包装、称重、装
车，运往邻村腌制厂进行初加工。
这批总产量达 800余吨的芥菜，
将通过订单直供重庆涪陵榨菜产
业链，实现黔货出山。
“水稻亩产 1200 斤左右，芥

菜亩产 4000多斤，利用水稻制种
基地的冬闲期接茬种植‘订单芥
菜’，大幅提升了土地收益。”该
基地芥菜种植大户周崇焱说。

依托优质水土资源和“稻+
菜”接茬轮作模式，羊桥乡因地制
宜发展“生产周期短、种植难度
低、管理简单、病虫害少、产量高”
的特色芥菜产业，与水稻种植有
效衔接，实现一田多用、一田多
收。

通过“订单种植+就地加工”
模式，当地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
坪地村芥菜采收后直供本乡腌制

厂初加工，破解保鲜储运难题，同
时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在基地务工每天有 100 多

元的收入，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
误。”村民杨有凤边麻利地分拣芥
菜边高兴地说。

近年来，羊桥乡着力培育“短
平快”特色产业，2024年，全乡芥
菜种植面积达 1100亩，带动千余
名群众人均增收 550元以上。通
过土地流转、技术指导、订单保障
“三部曲”，实现农地亩产效益大
提升。

该乡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深化“稻菜轮作”模式，
让“小芥菜”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富民大产业。

目前，全乡已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12个，特色蔬菜产业年
产值 400余万元，各蔬菜基地整
季可带动 8000余人次群众就近
务工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
动能。

姚慧吴钰莹

公益广告西南商报宣张天一作

贵州省岑巩县：

千亩芥菜喜丰收
“稻菜轮作”增效益

近日，四川省林草局会同省财政厅按程
序遴选公示了首批“天府森林粮库”现代产
业基地、园区和高质量县名单，苍溪县油橄
榄（油茶）现代产业园区成功入选全省 13个
首批“天府森林粮库”现代产业园区。

据了解，该产业园位于陵江镇和歧坪
镇，于 2023年启动建设，规划面积 0.9万亩，
核心种植区 0.55万亩。园区以油橄榄、油茶
为主导产业，推行龙头企业建园区、业主大
户建基地、零星农户建园子“三种模式”，已
招引培育龙头企业 4家，业主大户 16户，带
动农户 126户参与建设，累计整合财政资金
近千万元，撬动社会资本 5000余万元，目前
已在陵江、东青、浙水、歧坪等 4个乡镇 9个
村社，建成高城山、顶子山、东方伊甸园、红
杨等四大基地，培育“治维源”“懒太太”“红
宝梁”“高城山”等 4个地方特色品牌，建成 2
条生产包装线，为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打造共同富裕全国样板区作出示范。

下一步，苍溪县油橄榄（油茶）现代产业
园区将以“天府森林粮库”成功创建为新的
起点，充分发挥林业资源优势，持续坚持园
区带动、主体培育、品牌创建、科技赋能四大
举措，聚力推动油橄榄、油茶提质增效和加
工增值赋能，带动产业链全面发展。探索建
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为建设“天府
森林粮库”贡献苍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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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苍溪油橄榄（油茶）产业园区———高
城油橄榄基地（当梁种植区）鸟瞰图

宜宾市筠连县腾达镇官井村：

一片叶子的乡村产业振兴路

2025年 1月，四川省委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发布了四川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典型案例，筠连县腾达镇官井村
入选（发展宜业篇），这是宜宾市唯一
入选案例。那么官井村是怎样在乡村
产业发展中走出典型之路的呢？记者
深入该村蹲点进行了采访。

俗话说：“五九六九河边看柳”，
立春过后天气一天天开始暖和起
来。走进官井村，漫山遍野的茶树开
始吐露新芽，一派生机盎然。

随着天气转暖，一年一度的采
摘工作开始，该村党总支书记陆学
隆每天最关心的就是茶园里茶叶的
长势。“2024年，我们种植茶叶 6000
亩，年销售茶叶 300多吨，茶农收入
2000多万元，综合产值达 3000万
元以上。”

产业发展取得这样的成绩，主

要得益于该村在产业布局上下好
了“先手棋”，科学规划发展方向。
通过“诸葛会”，镇村联合组建官井
村茶产业发展小组，加强同筠连县
农业农村局、茶叶专家、茶企老板、
农民群众的交流沟通，进一步集思
广益，精准找到发展重点方向以及
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召开“茶
联会”7次，找准并解决资金、技术、
土地等方面问题 50余个。明晰“规
划图”，按照“集中连片、规模种植、
生态方向”的现代农业发展思路，
科学编制《官井村茶叶产业发展规
划》，明确发展目标、发展重点、茶
叶品种、区域布局、保障体系。目
前，全村生态茶叶种植面积达 6000
亩，有茶叶加工厂和加工作坊 6
家。扩大“朋友圈”，组建由村集体
经济公司、农民专合社、茶叶企业、
种植大户、党员干部代表组成的

“茶产业发展联盟”，建立茶园管护
和鲜叶交易合作社，推行社会化专
业化服务模式。

茶农陈伟说：“有了村里的统一
规划引领，我种植的乌牛早（茶叶）
一亩地平均产值达到了 8000 元左
右，真的是一片叶子富了一家，富了
全村。”

有了规划先行，官井村另一法
宝就是打好要素保障“组合拳”，精
准发力添动能。一方面是确保土地
保障有效，积极发动群众把空闲
地、原茶地、残次林 4000 多亩改造
用于茶产业发展；组织茶叶企业、
专合社通过新建或改建等方式扩
大再生产；由村级集体公司成立专
业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 600 亩以
上集中连片发展。其次是确保资金
支持有度，落实衔接资金、产业发
展资金 200 多万元，建设标准化示
范茶园 150 亩；积极协调 5 家金融
机构为茶企茶农提供“好茶贷”产
品，其中茶企融资贷款超过 200 万
元。此外，该村还在技术支撑上确
保精准有力，广泛邀请四川农大专
家、市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本地
茶艺人采用“理论教学+现场示
范”方式，从种茶、管理、采摘、加
工等方面进行专业培训。2024 年
以来已开展技能培训 5 次、培训
300余人次。

陆学隆说：“产业发展，主要目
标就是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在科
学规划、要素保障上做好基础工作
的同时，我们着重走好链条延伸‘三
部曲’，拓展渠道增效益。”

官井村着重系牢利益联结，以
扶持龙头企业为抓手，鼓励引导茶
产业从一家一户松散型发展向“公

司（协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集约化发展转变，带动农户实施标
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目前全村有
茶产业经济实体组织 15 个，带动
1500余人共建共享，户年均收入增
加 2万元。
“一片叶子，要想转化为经济效

益，关键还得靠市场，长在枝头再好
也没得用，我们借力品牌销售，用好
‘筠泉茗茶’县域公用品牌，形成龙
井、香茶等茗茶系列产品，茶叶销往
浙江、成都、重庆等地，品牌增值
1000余万元。”陆学隆说。

为了配合市场销售，官井村还
在文旅上下功夫，深度探索融合发
展，着眼种植、采摘、制作于一体的
茶叶基地发展，充分融入文峰塔、土
司衙门遗址、陈家寨子、刺古塔等文
旅资源，打造集休闲运动、农业观
光、体验采摘等于一体的农文旅新
空间，初步形成 2个观光体验茶园、
1个茶产业研学基地，旅游年收入
500万元以上。
记者手记：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支
撑，也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根
本性、重要性和关键性因素。官井村
围绕茶产业这一项强村富民产业，
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方向，通过做好产业
布局、强化要素保障、延伸产业链条
等措施，让本村产业基地、本土文化
与周边资源形成有效的互动融通，
实现了茶农收入增加、茶企增效、村
集体经济增收和集体资源增值的良
好效益，探索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官井实践之路，展现出一幅
乡村产业振兴的新画卷。

□张华彭源浩本报记者庞贵唐文 /图

德阳潮扇：

非遗技艺的焕新密码
□王艺衡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