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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荣昌区促进陶文化传承发展——

陶 都 再 现 神 韵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重庆市荣昌区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是中

国三大陶都之一。当地盛产的荣昌陶器，与江

苏宜兴紫砂陶、广西钦州陶、云南建水陶并称

“中国四大名陶”。红如枣、薄如纸、亮如镜、声

如磬——这是人们对荣昌陶器制作工艺和艺

术风格的赞誉。早在 2011 年，荣昌陶器制作技

艺就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陶文化，发展陶经济。近年来，荣昌

区下大力气保护古窑遗址，深入挖掘荣昌陶历

史文化，传承创新制作技艺，围绕文化引领、技

艺创新、文旅融合、企业培育等多个方面持续

发力，不断做长、做大、做强陶产业链，经济增

长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千年陶都绽放出新的

活力与生机。

陶火绵延

从荣昌城区出发驱车往西半小时后，记者

来到了荣昌陶的发源地——安富街道。这里

背靠鸦屿山脉，一条总储量超 1 亿立方米的优

质陶土矿带位于此中。“十里河床陶片片，窑火

烧亮半边天，窑公吆喝悍声远⋯⋯”这首流传

至今的民谣，正是当地烧窑制陶历史盛况的真

实写照。

漫步在安富街道，道路两旁竖立的一座座

陶器雕塑仿佛在向过往行人讲述着荣昌陶的

前世今生。“荣昌陶兴起于汉代，至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唐宋时期，荣昌陶的发展达到鼎

盛。”荣昌区经济信息委副主任李辉告诉记者，

新中国成立后，荣昌陶得到长足发展，多次代

表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品 出 国 参 展 ，并 大 量 出 口 。

2020 年，荣昌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

西部陶瓷之都”称号。

选泥、碾泥、拉坯、刻画⋯⋯见到荣昌陶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吉芬时，他正在工作室里进

行陶艺创作。73 岁的刘吉芬出生于制陶世家，

13 岁开始跟随陶艺大师学习手拉坯制作，从

艺以来，他始终专注于荣昌陶传统技艺的传

承与创新，把父辈对于陶艺的理解融入其

中，也把自己对于陶艺的独特见解体现在

其中。

这些年，刘吉芬的陶艺作品获得过不少大

奖，但最令他感到欣慰和高兴的是，有越来越多

年轻人加入荣昌陶艺创作队伍，为这项古老的

非遗注入年轻、时尚的血液。“从我这里已经走

出了上百名徒弟，他们在传承传统制作技艺的

同时，结合现代工艺进行创新设计，形成各自的

陶艺风格，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喜爱荣昌陶。”

传承不息的窑火，赋予了荣昌陶新的神

韵。管永双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年轻陶艺

人。2014 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来到安

富街道，租下一个农家小院，创办了“西山雨”

陶艺工作室，潜心研究陶艺，对器型、颜色、釉

料等进行了诸多创新。“通过对汉代草木灰釉

进行传承创新，将芭蕉、银杏等植物的特点融

入陶器中，已开发出银杏灰釉、芭蕉灰釉、荷叶

灰釉等一系列植物灰釉作品，很受年轻消费者

喜欢。”管永双说。

如今在荣昌，像刘吉芬、管永双这样的荣

昌陶非遗传承人已有 196 名。近年来，荣昌区

出台多项人才扶持政策，培育传承人才队伍，

深挖荣昌陶制作技艺的文化历史脉络。

深厚底蕴

以泡菜坛为造型的景区大门、别具特色的

陶文化长廊、沿街而设的陶艺体验馆、古韵十

足的陶器雕塑⋯⋯在安富街道的安陶小镇，沿

古 驿 道 一 路 向 前 ，浓 厚 的 古 陶 都 味 道 扑 面

而来。

匠人的双手赋予陶土新生，而非遗文化又

赋能旅游发展，为荣昌这座千年陶都注入了新

活力。近年来，荣昌区以陶文化为内核，打造

了近 200 亩的安陶小镇，将非遗资源植入文旅

场景，构建起集文化、旅游、产业、体验、教育于

一体的文旅教融合发展新格局。

“安陶小镇是重庆市首批非遗特色小镇，

已建成陶宝古街、陶宝水巷子、安富火神庙等

10 多个景点。”荣昌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张志

秀说，目前，小镇已聚集陶艺工坊 118 家，文创

企业 16 家，2022 年景区接待游客突破百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近 6000 万元。

看中安陶小镇厚重的陶文化底蕴，2022

年，荣昌人田密在陶宝古街租下了 200 多平方

米的店面，专注制作手工陶和开展陶艺体验。

47 岁的田密以制作剔花陶瓶见长，在一众陶艺

馆中做出了名堂，“每到节假日，许多游客专程

来体验陶艺制作，还有些游客跟着我学习剔

花，店铺每月经营收入上万元”。

在打造特色非遗小镇的同时，荣昌区对一

批制陶工业遗存进行了微更新、微改造，拓展

旅游业发展空间。位于安富街道通安村的三

矿井文创园曾是煤矿废旧老区，经过改造后，

105 亩的厂区里引入了陶艺制作研究中心、非

遗文创产品工作室、青年旅社、咖啡馆等业态，

成为“网红打卡地”。

既有文化味，又有国际范儿。在荣昌区

“一带一路”陶瓷博览中心，3400 多平方米的展

厅里不仅收藏了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等各

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陶瓷文物，还展出了来自韩

国、伊朗、波兰等“一带一路”沿线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130 余件陶瓷精品。“通过搭建陶瓷文

化艺术交流平台，助推荣昌成为‘一带一路’重

要的国际陶瓷观光中心、展览中心、创意中心

和交易中心。”该博览中心负责人陈鹏说。

如今，荣昌区已建成安陶小镇、荣昌陶博

物馆、“一带一路”陶瓷博览中心、安北陶艺村、

通安小栖等特色陶文旅打卡地 20 余处，2022

年，累计接待游客近 200 万人次。

产业兴旺

得益于特有的陶土品质、精湛的制作工艺

以及独到的烧制技艺，荣昌陶器储藏的物品不

串味、不变味、不渗水，享有“天下美酒安陶装”

的美誉。目前，荣昌区拥有规模以上陶瓷企业

27 家，2022 年总产值达 87.19 亿元。

制陶产业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

力。记者来到位于安富街道垭口村的重庆鸦

屿陶瓷有限公司时，一辆满载 3 万个陶酒瓶的

大货车正缓缓驶出厂房，即将开往云南。重庆

鸦屿陶瓷有限公司经理蒋光明告诉记者，公司

制造的工艺陶酒瓶每年产值可达上百万元，厂

里的近百名工人基本是本地居民。

过去，垭口村经济条件落后。近年来，随着

鸦屿陶瓷、安北陶器等多家工业陶瓷企业的落

户，垭口村 400 余名村民从“田间”走向“车间”，

由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能在家门口就业，生

活水平提高了，日子越过越红火。”说起现在的

生活，54岁的垭口村村民刘昌喜不自禁。

在安富街道通安村，当地将老旧厂房改造

成陶艺创作基地，一方面开展陶艺体验、产品

展销活动，带动村民融入陶产业发展，另一方

面吸引大学生在基地内开设文创工作室，带领

村民学习制陶技能，加大陶文化挖掘和传承，

激活陶产业发展氛围。

“目前，村里已经吸引了来自四川美术学

院、景德镇陶瓷学院等高校的 30 多名青年入

驻，开办了 9 家陶艺工作室，每年创造产值超过

2000 万元。”通安村党总支书记邓跃虎说，2022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 2.5 万元。

荣昌区委书记高洪波表示，荣昌将持

续整合资源、资产、资金，集中力量打造

一批凸显荣昌陶魅力的特色文化生态

景观，加强文旅项目开发，拓展旅

游服务功能，延伸产业链条，做

活以荣昌陶为特色的文化旅

游大文章。

因地制宜挖掘乡村旅游潜力

拓兆兵

夏季到来，全国旅游

进入旺季。其中，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

游得到蓬勃发展，一大批

景点景区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我国农村地域广大，

乡村游还存在着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亟需改

造升级。

乡 村 游 是 以 回 归 自

然、体验乡村为主导的休

闲旅游形态。近年来，不

少农家乐因质量低而屡遭

游客诟病，被戏称为“农家

愁”，经营状况不理想，影

响了农民增收。因此，需

要以深化旅游创新为发展

导向，推动乡村游高质量

发展。

首 先 ，发 挥 自 身 优

势。乡村游大都由村委会

主导建设，不少村子存在

着考虑不周全、设计不合

理、设施不完善的缺点，比

如没有停车场，没有冲水

厕所等。因此，要对村庄

基础设施实施提档升级，

推进旅游业结构性优化和

提升。尤其要突出农旅结

合，坚决防止贪大求全和

村中无民的空心化发展，

实现餐饮、民宿、特色农业

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大

幅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

何滩村早期发展了以农家

乐为主的乡村游。近三年

来，沙坡头区对该村进行

了改造升级，翻建了部分

农房，联合多家艺术院校

利用村中心路房屋两侧墙

体打造“3D”彩绘墙，打造

“原舍依田”自然庄园，建

设老房子展馆、田园民居、

观 景 台 和 自 然 教 育 课 堂

等，将闲置农房变成自然

观光、农耕文化教育、乡村

课题研究的基地，一举成

为网红村，吸引不少游客

打卡消费。

其 次 ，深 挖 文 化 内

涵。乡村民俗文化是乡村游的灵魂。如果没有民俗

文化的加持，乡村游注定是空泛的、苍白的。因此，

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不但要打造彰显地域特色的乡村美景，还要

设计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形态创意项

目，努力形成辨识度高的乡村游品牌，如“特色民俗

村”“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以丰富优质的旅游

产品和服务，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最 后 ，培 养 乡 村 带 头 人 。 乡 村 游 以 农 民 为 经

营主体，培养好的带头人至关重要。凡是乡村游

发展得好的村子，都有优秀的带头人，他们或者是

村干部，或者是致富带头人，或者是非遗传承人。

因此，相关部门要培养好勤奋务实、开拓创新的乡

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树标杆、立典范、强引领。与

此同时，对村民进行培训，让农村变景区、农民变

导游。

当前，旅游业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

变。因此，各地要有针对性地打造乡村游升级版，做

精乡村游品牌，充分发挥乡村游的综合带动作用，一

方面让村民们享受更美好的人居环境，另一方面为

村里带来更多经济收益。

诗 画 远 安 绽 放 美 丽 经 济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现场音乐节气氛热烈，卸下包袱大声歌

唱，让我感受到久违的轻松愉悦。”在湖北远安

举行的嫘祖音乐节上，来自武汉的音乐爱好者

游明告诉记者。

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在湖北远安桃花岛

生态公园，连续两天举办的嫘祖音乐节，邀请

知名歌手郑钧、许飞及本土乐队参与演出，吸

引了全国各地 30 万余名游客前来诗画远安，打

卡嫘祖故里。

以节聚势、以节为媒、以节赋能、以节惠

民。今年，湖北远安嫘祖文化旅游节“火力全

开”。嫘祖音乐节、“嫘祖故里、诗画远安”第六

届全国摄影大赛、春日露营集市、荆楚“红色文

艺轻骑兵”走进远安演出、商贸活动及民间祭

祀、远安十大美味佳肴品鉴会⋯⋯一系列独具

特色的节庆活动，促进远安文旅产业迅速回暖

复 苏 。 今 年 1 月 至 3 月 ，远 安 接 待 各 类 游 客

137.17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1 亿元，与

2019 年比分别增长了 0.04%和 3.6%。

“唱腔鲜活动听、人物塑造富有个性，远安

花鼓戏魅力非凡。”正在三峡水乡景区上演的

花鼓戏《站花墙》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欣赏。

旅游节期间，远安呜音、皮影戏、花鼓戏等地方

非遗文化纷纷走进景区、搬上舞台。5 天内共

9 万人次在远安各景区感受非遗文化展演魅力。

来自十堰的汪婷告诉记者，她这次专门来

远安嫘祖镇找寻“人文女祖”的文化印记。一

路走来，脚下的震旦角化石、化石街的古老沧

桑，让她大呼神奇。

嫘祖文化是远安的一张文化名片。民间以

祭祀嫘祖诞辰为主要内容的远安嫘祖庙会距今

有 1400 多年的历史。“远安呜音”被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嫘祖信俗被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远安县被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认定为“嫘祖文化圣地”。

让“非遗”出圈，促文旅相融。眼下，远安

加大非遗保护传承力度，大力推动非遗文化与

全域旅游融合发展。推出运用嫘祖文化设计

的文旅 IP 形象（嫘嫘和思思）；在桃花岛生态公

园及各景区景点举办春日露营集市，开展汉服

游园、国潮表演，开启露营、非遗、美食、手作、

潮玩等各种活动；依托沮河产业带及重点景区

打造嫘祖主题实景剧目和夜场剧目，县内各景

区打造体验式、互动式中小型旅游演艺，积极

创新非遗与旅游融合的远安实践。

5 月 1 日夜晚，桃花岛生态公园的音乐节

刚刚落下帷幕，林海中的太平顶森林度假酒

店的座座木屋如繁星错落有致点缀其中。“白

天享受音乐会的激情浪漫，晚上屋外是林木飞

鸟作伴的野趣，孩子们这几天都非常兴奋！”来

自荆州的游客向晖一家早在一个月前就把“五

一”小长假目的地锁定在了远安。

太平顶的房间预订情况火热。“因为今年不

再受疫情影响，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咨

询，有的客人一个月前就预订了房间。”太平顶森

林度假酒店负责人宋炜说，他们最近又新推出了

森林集市、拓染课堂、露天电影、穿越丛林游戏，

丰富业态，吸引更多年轻人和小朋友前来。

围绕恢复和扩大文旅消费，今年以来，远

安抓好文旅资源景观化提升、景区化改造，通

过大力发展自驾游、研学游、乡村游等业态，着

力打造“民宿+露营”“音乐+旅游”微度假模

式，吸引游客前来休闲旅游、观光度假。龙凤

长寿博物馆和拈花谷民宿成为网红打卡点，鹿

苑村黄茶公园和滨水景观让鹿苑村成为远安

“不夜村”，烟火气十足。

“我们全面整合文旅资源，推出嫘祖音乐

节、春日露营集市、文化惠民演出等一系列文

化旅游节会活动，就是为了营造浓厚的文化旅

游氛围。”远安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张文

朋表示。

近 年 来 ，远 安 依 托 优 良 的 生 态 资 源 、厚

重 的 历 史 文 化 、古 朴 的 乡 村 风 光 ，大 力 推 动

文化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让“诗画远安”激

活“美丽经济”。据悉，今年“五一”期间，远

安共接待各类游客 59.3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性营业收入约 3.43 亿元，较 2022 年同期增

长了 27.51%。
本版编辑 李 静 美 编 王子萱 湖北省远安县拈花谷民宿度假区一角湖北省远安县拈花谷民宿度假区一角。。 （（远安县委宣传部供图远安县委宣传部供图））

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的安陶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的安陶

小镇小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陆牧吴陆牧摄摄

荣昌陶艺人正荣昌陶艺人正

在细心雕刻花纹在细心雕刻花纹。。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荣昌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荣昌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刘吉芬在介绍他的作品刘吉芬在介绍他的作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陆牧吴陆牧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