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綦江农民版画
綦江农民版画起源于明清年间的木板

年画，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风情和生活气

息，表现手法大胆粗犷，色彩厚重丰富，具

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浓厚的乡土气息，

2011年成为重庆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綦江民歌
綦江民歌包括山歌、薅秧歌、盘歌、石

工号子、小调、风俗歌、苗歌等七大类数十

个歌种，题材涉足劳作生活、婚丧嫁娶、男

女情爱等内容。綦江民歌曲调以五声为

主，句式顺畅，旋律优美；表演时将演唱和

喊说结合，时而假声飘逸，时而本嗓粗狂，

整体音声动人心魄。

※綦江苗族传统婚俗
綦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较

好地保留了苗族独有的传统婚俗习惯，譬

如踩脚求爱、抢亲、哭嫁等。綦江苗族婚

俗分布在南部四镇。

※金角老四川牛肉干制作技艺
金角老四川牛肉干制作技艺，创立于

上世纪二十年代，历经80余年、五代人呕心

沥血传承发展。老四川牛肉干选材讲究，

经过近十道传统工艺精心研制，尽量保持

牛肉本味，以独特的配方，形成独特风味。

※三角吹打
在三角镇，有一支民间吹打乐班颇有名气，名为三角

吹打杜家乐班。它发轫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200多年

历史。光绪年间受流浪于民间、有宫廷乐背景的艺人指

点，形成“宫娥派”吹奏特色。现已传艺12代人，从业人

员200多人。

※綦江中坝泡菜制作技艺
中坝泡菜制作技艺已有近百年历史，靠家族一代一

代接力传承。中坝泡菜的主要食材有辣椒、姜、豇豆等，

主要香料有三奈、八角、茴香等28种。中坝泡菜除近郊

本地销售外，还远销福建、浙江等地。

※横山昆词
昆词是民间吹打乐中的一朵艺术奇

葩，是由我国古典昆曲演变发展而来，明

清时期在四川省及重庆地区流传发展的

一个民间吹打乐种。横山昆词不但粗犷

开朗豪放，更有鲜明的横山地域特色，它

的唱腔近似于山歌的高吭。

※永新执事制作技艺
永新执事制作技艺以永新镇

为中心，传播和运用于江津、合

川、大渡口以及贵州省北部一

带。有明确记载的传承谱系达六

代，传承时间已有112年。永新执

事制作工艺精湛，以 12 种技法传

统手工完成。

※东溪故事
东溪镇因“紫气东来，溪水长

流”而得名，2009年被市故事办授

牌为“重庆市故事创作基地”。这

里的每一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是

一种姿态，演绎成一段段动人故

事。一村、二碑、二石、三宫、三

瀑、四街、五桥、六院、七巷、八庙、

九市、十景各具特色，太平渡口、

琵琶古寨、贞节牌坊等绚烂多彩。

※川剧
东溪川剧座唱在清初期就已

流行，外地川剧班子也常到东溪

演出。发展至今，许多艺人常在

茶馆和广场开展川剧座唱表演活

动。参与者多为文人墨客，妇孺

老者。他们抚琴弄笛，扮相引吭，

其乐无穷。

※东溪腐乳酿造技艺
东溪腐乳酿造技艺距今已经

有1300多年历史。东溪腐乳是传

统农产品手工酿造的典型代表，

选用地方所产黄豆制成豆腐，经

过两次发酵，按照不同风味添加

不同调料。整个生产过程有30多

道工序。

※石壕杨戏
石壕杨戏被誉为民间戏曲的活化石，发源于

贵州山区。其发明者和倡导者都姓杨，唱戏的人

也多为杨姓家族，因而得名杨戏。清朝咸丰年间，

杨姓家族一个分支搬迁到石壕皂泥村，从此，该戏

便在石壕生根发芽，綦江人习惯把杨戏称为石壕

杨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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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彤）7月3日，贵州省遵义市桐

梓县县委书记吴高波率该县党政代表团来綦考察。

区委副书记、区长姜天波陪同考察。双方就互利合

作、携手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

代表团一行先后深入食品园区壹合食品有限公

司、饭遭殃食品有限公司、渝派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参观生产流程、询问营销模式，详细了解原料采购、品

牌打造、生产线升级等情况。代表团高度赞许我区食

品加工业发展成效，认为我区谋划科学、思路清晰、措

施有力、亮点突出，既壮大了下游加工企业，又有力带

动了农业发展、农户增收。希望双方在原料供给、精

深加工、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深化合作，共谋发展。

正加紧建设的万泰三农汇·綦江农博城既是全市

重点建设项目，也是我区的重要民生工程。项目总占

地500亩，全面建成后将成为辐射渝南黔北的新型、

综合性现代化农产品集散中心。代表团一行听取了

项目负责人就农博城经营模式、新型业态，以及招商

情况所作的介绍，认为该项目不仅有力保障了市民

“菜篮子”，为创造高品质生活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

在推动商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

考察中，双方表示，綦江与桐梓一衣带水，山水相

连、民俗相通、交流频繁，积累了深厚的友谊。希望今

后进一步畅通信息交流共享渠道，深化多领域深层次

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谋高质量发展，携手促进渝黔

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

副区长蒲德洪参加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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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市级非遗再添新军
新增6项，共计13项

本报讯（记者 杨帆）日前，重庆

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公布，我区6个非遗项目

入选其中，涵盖民间文学、传统戏剧、

传统技艺3个类别。至此，全区共有

市级非遗项目13个。

据悉，重庆曾在2007年、2009年、

2011 年、2014 年和 2016 年公布了五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本次公布的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共196项，涉及民间

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

剧、传统技艺等10个类别。

区文化馆负责人介绍说，此次我

区入选的6个市级非遗项目有东溪故

事、川剧、永新执事制作技艺、金角老

四川牛肉干制作技艺、綦江萝卜干制

作技艺以及綦江中坝泡菜制作技艺，

是历年来入选项目最多的一次。

近年来，我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抢救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

通过出台相关规定、举办研讨会、开

设培训班等多种形式，让全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也能进

一步传承与发展。截至目前，全区已

建立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70项，唢呐艺术（永城吹打）跻身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石壕杨戏、

横山昆词、綦江民歌、綦江农民版画、

东溪腐乳酿造技艺、三角吹打及綦江

苗族传统婚俗等13项入选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遗进校园让文化“活”起来
雪轩

※綦江萝卜干制作技艺
綦江萝卜干制作技艺已有

300多年历史。萝卜干主要产地

在东溪、赶水，其加工方法亦采

用风脱水法。萝卜切成条摊晒，

晒至手感柔软，即可腌制。成品

无须根、斑点、青头、坏条，经年

不坏，香味不散。

綦江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流传民间的音乐、舞

蹈、戏曲以及手工技艺等，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文化生态发生

了巨大变化，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较大冲击，一些依靠口授

和行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日渐消失，大量传承技艺濒临

灭亡，加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

值得庆幸的是，非遗进校园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传承打开了一扇窗。綦江农民版画列入中小学课程，传统文化技

艺得到传承和推广；永城镇中小学校开办“吹打兴趣班”，吹打艺

术再也不会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创新构建川剧校本课程体系，

川剧文化已在东溪镇永乐小学生根发芽。

彩旗、说唱、变脸，学生们在练习川剧的过程中感受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拓图、刻板、印色，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李成芝的指

导下有模有样地学习綦江农民版画制作技艺；喉舌弹吐、手指弹

打、轮换气功，永城吹打传承人刘道荣走进学校授课……穿越千

百年的非遗走进校园，因为青春的力量而生气蓬勃。

非遗进校园不是以培养从业者为主要目的，只是让学生了

解、热爱、传承传统文化，从而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颗种子。或作

为生活的爱好，或作

为关注的对象，他们

将带动非遗走进千家

万户，让逐渐消失的

传统文化“活”起来。

綦江市级以上非遗项目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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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千人僚人宴、看民俗文艺表演、观
魅力郭扶摄影展……

中华僚人文化艺术节明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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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吹打
永城吹打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常出

现在农村地区及周边城镇红白喜事的演

奏活动中，通过七种形状和功能不同的唢

呐兼以打击乐器渲染出各种情绪，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凭借广泛的曲目及乐队精

湛、高超的吹奏技巧，永城吹打深受当地

群众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