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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立冬已过，重庆市荣昌区安陶小镇的悠长
老巷里，飞檐翘角，白墙灰瓦，偶有陶片碰撞叮
咚作响。

在安陶小镇，每走几步便可见一个荣昌陶
铺面。每逢节假日，这里游人如织。

走进沿街而建的鸦屿陶艺工作室，形态各
异的陶器琳琅满目，各个质地细腻、设计灵巧。
工作室后间，荣昌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梁先才
正专注地捏泥制陶。

出生于制陶世家，从小耳濡目染，梁先才9
岁时便跟随父亲学习制陶。选泥、制坯、打磨、
刻花、上釉……24 道制陶的工艺流程，让梁先

才着迷了一辈子。如今虽已年过古稀，梁先才
仍坚持亲自烧制陶器。

潜心于荣昌陶研发生产、窑炉设计建造、陶
艺传承创新 60余年，从青丝到白发，梁先才见
证着荣昌陶的兴衰起伏。

盛极一时，荣昌陶成为支柱产业

荣昌陶兴起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
历史。荣昌陶与江苏宜兴紫砂陶、广西钦州陶、
云南建水陶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陶。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川渝地区，几
乎家家户户都在使用荣昌陶。淘米罐、泡菜坛、
陶缸……这些荣昌生产的坛坛罐罐不仅是西南
地区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还广泛出口到东南亚、
非洲、欧洲等地，平均每年出口量在 10万件以

上。制陶业无疑成为了荣昌的支柱产业之一。
当年的瓦子河畔，鸦屿山上，陶窑遍地都

是。其中，有一座清朝古窑，名为夏兴窑。梁先
才初中毕业后，曾在这里拜师学艺。

“当时，陶窑里 30多米的梯子上有十几个
窑口。每次开窑，伴随着火光和热浪，十几个
光着膀子的汉子叫着号子，把成百上千的陶器
一批一批地搬出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梁
先才仍历历在目。“我们夏兴古窑那时候有职
工 50多人。在当时我们做民用陶，销路很好，
紧俏得很。”

开窑之后，陶器制作完成，成千上万的荣昌
陶便通过山下的瓦子河运往全国各地。

由盛转衰，千年窑火渐渐沉寂

彼时，荣昌陶产业盛极一时，一心扑在陶艺
上的梁先才开始四处“游学”，学习各种制陶
技术。

“我在学手拉坯的时候，起早摸晚地在练，
每天都坚持10个小时以上。”功夫不负有心人，
23岁那年，梁先才就能制作各种工艺陶，并且
掌握了泡菜坛一次拉坯成型的绝技。

1978 年，梁先才进入荣昌工艺陶器厂工
作，肩负起改建烧窑生产线的重任，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对窑室和窑炉进行改建，极大地提高
了产品的烧成率和烧成效果。

然而，20世纪末，时代的洪流席卷而来，未
能实现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荣昌制
陶业开始逐渐式微。

当时的梁先才，虽创办了自己的鸦屿制陶
厂，也不得不放弃荣昌陶手工技艺，只用倒模的
方式生产瓦罐、酒瓶等生活用陶。

后来，为适应市场需求，梁先才的制陶厂开
始由日用陶向工艺陶转型，但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下，梁先才企业经营的规模也大不如前。

衰败和沉寂似乎成了荣昌陶的宿命。

焕发新生，荣昌陶从沉寂走向崛起

真正的变化始于 2008年。为推动荣昌陶
的转型升级，重庆世国华陶瓷工艺制品有限公
司挂牌成立，由此，沉寂多年的荣昌陶开始重新
起航。

2010年，荣昌陶博物馆的筹建工作逐步展
开，馆内设有荣昌陶工作室，原安富镇文化站站
长刘守琪负责邀请荣昌陶老工匠免费入驻。制
陶技术娴熟的梁先才自然在受邀名单之列。

“荣昌陶现在根本没有市场。”接到刘守琪
的电话时，梁先才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你放心，荣昌为保护荣昌陶放出了一系列
大招，博物馆建成后，荣昌陶这窑火一定会再

‘烧’起来。”在刘守琪的劝说之下，梁先才的内
心也逐渐燃烧起了希望之火，“行，我入驻。”

不仅是梁先才，钟鸣、刘吉芬等年过半百的
老工匠也纷纷接受邀请，回荣昌建起了工作
室。他们重聚一堂，共同期待着荣昌陶的新生。

2011年，荣昌陶器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历经两年精
心打造的安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明清风格的
古镇颇受游客青睐。自开街以来，安陶小镇年
均接待游客300万人。

最令梁先才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了荣昌陶技艺的传承中。“我想一直做下
去，也想多带几个徒弟，把手艺传下去。”谈及荣
昌陶的传承，梁先才的眼神从容而坚定。

现在的安富，从事传统手工技艺制陶的大
小企业和工作室，已从早先的几家发展到40多
家，从业人员达到几百人。千年窑火不熄，荣昌
陶拥抱时代的变革，从沉寂走向崛起。目前，荣
昌正在创建“中国陶瓷之都”，力争到 2025年，
形成陶瓷产业总产值160亿元的规模。

望着眼前日渐繁茂的安陶小镇，梁先才感
叹：“传承千年的窑火必将越烧越旺。”

潜心陶艺传承创新60余年，见证千年窑火兴衰起伏——

梁先才眼中荣昌陶的“前世今生”

□□国海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里里外外的仿古建筑，建材用料一点都
不将就。每一块青砖，都来自当地老宅老院；
所有门窗家具，全淘自山东古旧家具市场。
前不久，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的老城正中
心，一座名为“丰润棋子烧饼非遗文化体验
馆”的建筑，在当年正宗老店祥顺斋旧址上喜
庆开张。

大门入口处，一个30几岁的男子看着人
流进出、听着欢声笑语，一时百感交集：“为了
做出最好吃的棋子烧饼，弘扬丰润棋子烧饼
文化，这些年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他，就是人称“棋子烧饼哥”的谷小光。
一个因为幼年难忘的舌尖记忆，17岁开始痴
迷烧饼制作，四处访师诚恳学艺，最终将这道
地方名吃，原汁原味继承下来，又守正创新发
扬光大的农家小伙。

拜师学艺只为儿时舌尖味

棋子烧饼因状如小鼓、个似棋子而得名，
有 500多年历史。如今，谷小光已成功将丰
润棋子烧饼申请为“唐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北老字号”。
谷小光出生在丰润北部山村狼儿峪村，

从小就爱吃棋子烧饼。17 岁时不顾父母反
对，一人来到城关白家沟，向牛朝彦第三代传
人“杨烧饼”杨国栋学习制作棋子烧饼。学成
后，回到小山村端着盘子卖烧饼。

“‘武大郎卖烧饼’，连媳妇都说不上，有
什么出息！”面对家人和朋友的质疑，谷小光
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儿时和奶奶一起吃棋
子烧饼的“最好味道”，早早地植入了他灵魂
深处。

为了制作出最好吃的棋子烧饼，谷小光
从未中断过遍访名师。很多老手艺人从不传
外人，但谷小光用一颗赤诚之心，无数次登门
拜访，让对方看到了什么叫心诚。

“在唐山，提起棋子烧饼，大多数人都认
为起源于七树庄。”谷小光说，“这是因为我师
父王亚洲”。

王亚洲是丰润区七树庄人，他制作的棋
子烧饼被称为“一口酥”，外酥内嫩，享誉唐
山。“小光有我当年的影子，这门老手艺终于
有传人了。”说起多次登门求学的谷小光，王
亚洲很是称赞。

通过向多位名师求教，谷小光的棋子烧
饼制作技艺，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他的
师傅们总感觉“味道”中还是缺了一点什么：

“没有了当年的十三香！”

在丰润，最有名的调料大师叫贾长存。
谷小光经过 3 年登门拜访，才感动了贾师
傅。师徒二人经过近半年的反复试验，才调
制出制作棋子烧饼的“十三香”，终于得到其
他几位师傅的认可：“曾经的老味道回来了！”

继承加创新 名声更响亮

此后，谷小光又不断研发，将用电炉烤制
的棋子烧饼，做出了手工缸炉的效果。现在，
经他手制作的棋子烧饼，个个层如蝉翼、色泽
诱人、外酥里嫩、入口即化、满口清香，掉在地
上表皮酥脆，但肉馅不乱，技艺超绝，放置半
月口感和味道丝毫不变。

2013年，谷小光投资 500多万元创建了
唐山谷津坊食品有限公司，创立了“谷小光”

“谷家小子”等棋子烧饼品牌，恢复了“祥顺
斋”品牌，让棋子烧饼规模化生产，远销全国
各地。

2018年，“谷小光”棋子烧饼在唐山乡村
旅游“六大值得”品牌评选中，荣获唐山最值
得吃的十大乡间特色小吃之一。2019年，唐
山谷津坊食品有限公司被中华老字号委员
会、河北省文联联合授予“燕赵老字号”，被河
北老字号认定工作委员会认定为“河北老字
号”。继承加创新，名声越来越响亮。

□□ 缪学振

校园风景如画，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近日，山东省鱼台县第三实验中学和第三
实验小学共建项目投入使用，不仅配套完
善了数字化多媒体教学平台，还扩大和新
设多功能厅、实验楼、图书馆、标准塑胶运
动场等，可满足谷亭街道和唐马镇辖区内
适龄中小学生的入学需求。这是鱼台县整
合教育资源，推动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的一个缩影。

今年初，鱼台县全面启动教育资源整
合，以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坚持“小
学就优、初中进城”的基本方向，有效破解
教育资源“城区挤、镇街散、农村弱”难题。

“我们打破城乡、镇域界限，使学校布局更
加科学、合理；尊重民意，确保学生、老师、
家长三方支持率、赞同率达到 100%；解决
学生交通和午餐问题，消除家长后顾之
忧。”鱼台县副县长、教育局局长张伟表
示。目前，全县农村小学由 71所整合为 30
所；全县12处农村初中，已完成5所农村初
中进城，2023年第五实验中学建成后，再接
收 5 所农村初中进城。教育资源整合后，
闲置的校舍资源改造成标准化公办幼儿
园，可提供公办学位5460个，提高了乡村幼
儿园的公办率和普及率。千余台多媒体大
屏和学生电脑、1.2万套音体美器材、25万
册图书等进入全县大循环，进一步提升了
办学条件。

□□ 高欣

近年来，邮储银行山东省聊城市分
行贯彻落实政府、监管部门、上级行金
融扶贫、服务乡村振兴工作部署，聚焦
金融扶贫、乡村振兴涉农群体，构建专
业化为农服务体系，全面提升金融服务
效率，以普惠金融务实举措有力支持乡
村振兴。

持续构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机
制。为全力做好乡村振兴工作，该行设
立乡村振兴金融部，发挥乡村振兴领导
小组作用，制定落实 2022 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意见，为 2022 年乡村振
兴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涉农贷款余额达到 69.24 亿元。

加大乡村振兴重点主体支持力度。
该行通过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做好对农
户的资金支持，截至 2022 年 9 月末，累计
建成信用村 2700 余个、评定信用户超 7

万户；深化数字化转型，推出线上信用户
贷款，发放线上信用贷款近 4 亿元，方便
快捷地满足了广大农户用款需求。加大
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贷款支持力度；围绕“一县一品”全力
做好蔬果种植、育苗种植、肉牛羊养殖、
木材加工、轴承加工、大蒜种植收购销
售、粮食收购等特色行业的扶持；以“农
村产权为单一抵押的贷款”和“组合其他
担保方式的贷款”模式为切入点，开启农
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余
额近 10 亿元。

优化作业模式，丰富农村地区金融
服务方式。为全面做好乡村振兴工作，
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邮储银行聊城市分行大力推广移动展业
设备在信用村建设、农贷通、政贷通全流
程，贷后管理，线下签约流程环节的普及

与使用，优化作业流程，全面提升作业
效率。

充分发挥遍及城乡的网络优势，持
续加大县域及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能
力，全力做好“农民丰收卡”“金融社保
卡”“乡村振兴主题信用卡”等主题卡推
广，在县域及以下地区配备 ATM、POS
机、商易通等受理终端，大力发展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开办微信银行，
完善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服务网络，
努力实现“物理网点+电子化渠道”共同
开展。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邮储银行聊城
市 分 行 在 县 域 及 以 下 地 区 配 备 ATM、
POS 机、商易通及其他受理终端 750 余
台，农村区域网上支付、移动支付、电话
支付近 4600 万笔，实现了金融服务与消
费场景的进一步融合，让广大农民享受
无纸化电子支付，提高了金融服务体验
与满意度。

邮储银行聊城市分行：

多项措施支持乡村振兴

邮储银行东营市分行：

精准支持“贷动”农户发羊财

中式台球国际职业联赛江西玉山揭幕

日前，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政府、玉山县人民政府及北京星
牌伟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式台
球发展史上第一个职业联赛——中式台球国际职业联赛，将
于 2022年 11月 29日在玉山体育中心举行第一站比赛。中国
台球协会主席王涛表示，中式台球国际职业联赛对全民健身
和体育产业发展有着重大促进作用。

近年来，玉山县着力打造“中国台球之都，世界台球名
城”，连续举办9届中式台球和斯诺克世界顶级比赛，打造台球
特色县域体育品牌，成为江西省“体育一县一品”排头兵。玉
山县委书记郑国良表示，中式台球国际职业联赛在玉山举行，
是对玉山县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一次检验，玉山县将以此为
契机，加快推进体育强县和健康玉山建设。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涛

大型纪录片《新三峡》首播仪式在京举行

11月16日，由水利部、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和中央新影集团等单位联合摄制，中央新影
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七集大型纪录片《新三峡》首播仪式
在北京举行。该片是自2020年11月1日三峡工程整体竣工后，
首部全景展示“三峡之新、三峡之变、三峡之美”的影像作品。

《新三峡》经过10年时间的拍摄、制作和打磨，以开放式的
结构用《坝》《水》《山》《人》《景》《城》《梦》七个字作为标题，构
成了一幅立体的新三峡全景图。该片以时空为经纬，跳出三
峡看三峡、纵观历史看三峡和放眼世界看三峡，理性、客观地
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三峡、发展的三峡。《新三峡》共 7集，11月
17日开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

山东阳信县
村民点“菜单”戏曲送进村

11月 17日，在山东省阳信县商店镇生金李村，来自该县
的“乡村流动大舞台”正上演着快板书《三打白骨精》、吕剧《红
嫂》、西河大鼓《一只蓝花碗》……这是今年该县开展“戏曲进
乡村”的缩影。

该县“戏曲进乡村”为村民群众提供“菜单式”文化惠民服
务。演出队伍采取“专业院团（阳信县非遗中心）+庄户剧团”
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剧目需求清单进行排练和演出，戏曲、曲
艺、歌舞、小品、杂技、乐器演奏等轮番上场，为农村群众送去

“文化服务大餐”，深受村民们欢迎。目前，该县“戏曲进乡村”
活动已经演出了近 600场次。该县文旅局党组书记马振华表
示，将进一步加大线上“送戏下乡”力度，真正把文化惠民“惠”
进群众心坎里。 林世军 尹胜男

唐山“烧饼哥”传承创新名声响

图为梁先才在制作陶器。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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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宁津县深挖村级红色资源，不断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以长官镇全县第一个红色党支部为起点，建设了
长北村党史展览馆、崔杨抗日战争纪念馆等22处村史馆。图为郭
皋村志愿者在郭澄清纪念馆进行讲解服务。 康玉冰 摄

浙江绍兴安桥头村
文化为笔描绘振兴画卷

鲁迅文学场景打卡地、艺术乡村诗意栖居地、田园童趣体
验目的地……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大力推进乡村文
化振兴取得可喜成果。该区孙端街道安桥头村在深挖“鲁迅
外婆家”IP和“祝福”“社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同时，创
新乡村产业运营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安桥头紧扣“《故乡》的故乡”主题，深化鲁迅文化 IP品牌
建设和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工作，将安桥头打造成为鲁迅
文学场景打卡地等乡村文化旅游目的地，并制成上架了玩偶、
西瓜棋等产品设计，形成独特的文化标识。民宿酒店、特色餐
饮、文创零售等，为村内增添了现代气息。 谢成辉

□□ 郎咸霞

邮 储 银 行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分 行 深
度 融 入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充 分 发 挥 资
源 禀 赋 优 势 ，以 高 质 高 效 的 三 农 金
融 服 务 ，建 设 具 有 沿 黄 沿 海 盐 碱 地
特 色 的 乡 村 振 兴“ 齐 鲁 样 板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取 得 新 进 展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迈 出 新 步 伐 。

走 进 东 营 市 利 津 县 盐 窝 镇 ，一
片 片 养 殖 棚 区 映 入 眼 帘 ，作 为 著 名
的 肉 羊 养 殖 基 地 ，盐 窝 镇 建 设 了“ 黄
河 口 滩 羊 产 业 园 ”。“ 我 们 夫 妇 二 人
能 饲 养 两 千 多 只 羊 ，这 要 是 过 去 根
本 不 敢 想 ，自 从 进 入 产 业 园 区 以 后 ，
养 殖 规 模 和 效 益 得 到 了 大 幅 增 加 ，
是 过 去 散 养 收 入 的 好 几 倍 。”有 着 十
年 肉 羊 养 殖 经 验 的 林 勇 ，一 边 驾 驶
着 自 动 喂 料 车 ，一 边 介 绍 道 。

羊 舍 的 放 水 、排 污 依 靠 的 都 是

自 动 化 装 置 ，污 水 也 能 够 自 动 分 流
并 循 环 使 用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得 到 解
决 。随着养殖规模日渐扩大，资金问
题 却 让 养 殖 户 犯 了 难 。“ 想 继 续 扩 大
经 营 规 模 ，更 新 场 地 设 备 ，扩 大 养 殖
规 模 ，改 造 环 保 设 施 等 ，前 期 投 入 资
金较大，就想通过贷款筹集资金。说
感谢的话，一定要感谢邮储银行四年
来 对 我 们 的 支 持 。”林 勇 表 示 向 邮 储
银行申请的贷款不仅不需要抵押，办
理手续也简便 ，额 度 也 大 。

针 对 肉 羊 养 殖 的 特 点 ，邮 储 银
行 东 营 市 分 行 创 新 推 出 以 经 营 流 水
为 额 度 测 量 尺 度 的“ 黄 河 口 滩 羊 肉
羊 养 殖 流 水 贷 项 目 ”，该 产 品 不 需 要
提 供 担 保 和 抵 押 ，彻 底 解 决 了 养 殖
户 担 保 难 、贷 款 难 的 问 题 。“ 现 在 针
对 该 行 业 多 以 抵 押 和 保 证 类 贷 款 为
主 ，我 行 推 出 的 流 水 贷 ，单 户 授 信 金
额 最 高 200 万 元 ，审 批 方 便 快 捷 ，不

仅 弥 补 了 无 抵 押 物 客 户 的 贷 款 需
求 ，同 时 对 于 已 有 贷 款 但 仍 资 金 不
足 的 客 户 可 以 起 到 适 度 增 信 的 作
用 ，非 常 适 合 肉 羊 养 殖 行 业 流 水 大 、
用 款 时 间 集 中 等 特 点 。”邮 储 银 行 利
津 县 支 行 客 户 经 理 说 。 今 年 以 来 ，
邮 储 银 行 东 营 市 分 行 通 过 流 水 贷 这
一 项 目 ，支 持 了 辖 内 二 百 余 户 肉 羊
养 殖 户 ，累 计 投 放 贷 款 超 1.2 亿 元 。

近 年 来 ，邮 储 银 行 东 营 市 分 行
积 极 响 应 市 委 市 政 府 号 召 ，聚 焦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这 一
国 家 战 略 ，针 对 县 域 特 色 细 分 优 势
产 业 ，加 大 产 品 及 服 务 模 式 创 新 ，在
生 态 保 护 、特 色 产 业 、乡 村 振 兴 、新
旧 动 能 改 造 方 面 提 供 全 方 位 、多 元
化 金 融 服 务 。 截 至 2022 年 9 月 末 ，
邮 储 银 行 东 营 市 分 行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46.65 亿 元 ，新 型 农 业 主 体 贷 款 8.38
亿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