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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编织”“锁口”———竹编技艺的三大
工序之间穿插着编、插、穿、削、锁、钉、扎、套等各
种技法，再配以其它色彩的竹片或竹丝互相插
扭，一个小巧精致的竹编工艺品就诞生在残疾人
家属王真芬的手心。

永川区有 108 万人口，残疾人占 6.8%，他们
遍布于农村与各个社区中。贫困残疾人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
“十二五”以来，《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有效贯彻落实，588 万农村贫困
残疾人摆脱贫困。但是，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仍
面临着人口数量多、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
脱贫难度大等突出困难和问题，任务艰巨、形势
严峻，是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2016 年，重庆文理学院节之道竹编艺术团队
承接重庆市残联残疾人就业促进项目———“情丝
万缕”，将竹编、竹雕、陶艺、棕编、纸艺等技艺免
费教给残疾人，每月还补贴他们 300 元钱，每天
为他们提供免费午餐；等学员学成以后，重庆节
之道有限公司还将招收优秀手艺者为员工。通过
该项目，他们为非遗传承人带来 6000/ 月的收
入，为残疾人带来 2000—3500/ 月的收入。
“我们刚开始做的是公益事业———培训残疾

人，然后帮助他们就业，但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把
这个项目做成助残产业，与乡村振兴联系起
来。”团队负责人、重庆文理学院美术教师杨勇
坚定地说。

传承非遗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
“竹编有乐趣吗？”杨勇问王真芬。
“当然，不然怎能坚持到现在？”王真芬捧着

自己做的竹编作品笑呵呵地回答道。
看见曾经几乎要失传的竹编手艺得到了他

人的喜欢，并且为助残脱贫作出了贡献，杨勇是
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杨勇毕业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2002 年至今
一直在重庆文理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任教，身兼
学校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院长、永川区区级传承
人，曾获全国优秀指导教师。而节之道竹编艺术
团队成员还有学校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陈龙国、
党总支书记肖宇窗在内的专家教授、非遗传承人
等19人，为保障团队运行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团队立足地方，整合永川茶山竹海的特色优
势，依托中国残联新促会、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
府、重庆文理学院等资源，成为政府导向、高校研
发、技艺传承、设计创新、残疾人生产的核心团
队，目前已成功申报10余项专利、3项国家发明专
利。团队还拓展非遗传承模式，让非遗走进高校
课堂，让大学生走进公司传习非遗，前后共有 200
余名大学生参与竹编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以前的竹编产品都是背篓、簸箕等每家每户
使用的日用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因手艺传承难、
市场需求少，竹编工艺几乎陷入了失传的窘境。
“重庆的竹编产业很多，但是做得都比较扁平，没
有区域特色，主要是缺乏创新。”杨勇说。当他认
识到竹编产业的不足之后，决定创新竹编产品。

在创新竹编产品后，给非遗传承人和当地残
疾人争取到了不菲的收入，同时也争取到乡村振
兴项目建设费用 500-700 万左右。稳定的运行经
费保障了团队常态发展，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和创新，提高了产品的市场价值。

通过产业链的形成，重庆文理学院节之道竹
编艺术团队以“团队 +”“项目+”“服务+”的创新
模式，对项目的相关数据建档、保存、保护、传承、

传播、研究，从传承创新、助残扶贫、研学传习、乡
村振兴等多方面深入发展。在教育部、中央电视
台、中国残联、重庆文理学院等单位大力支持和
推广下，团队通过参加一带一路、中国旅游商品
大赛、中国残联福祉博览会、长江流域非遗大展、
市级文旅会、西旅节、区级旅游节，已在社会中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曾荣获永川区特色旅游创意
大赛一等奖、重庆市渝创渝新创新创业大赛残疾
人专项赛三等奖、永川区第三届创业大赛二等
奖、全国大学生互联网 +大赛重庆赛区金奖精准
扶贫奖全国铜奖。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让传统手
工艺品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无疑是弘扬中国精神
的最好的诠释方式，也为脱贫攻坚打下了坚固的
技术基础，也让许多贫困残疾人依靠学习技艺实
现了脱贫致富。

深化助残扶贫 建构重庆模式
2016 年，团队将目光投入到助残扶贫当中，

成功申报重庆市政府购买“情丝万缕”竹编艺 +
培训项目，全力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实
现他们的情感诉求和价值取向，增加经济收入、
提高生活水平，加快推进我市残疾人小康进程，
全面提升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水平。这既切实解
决残疾人后期就业创业问题，也通过竹编艺让残
疾人找到自身价值。通过学会一门手艺，既帮助
了残疾人，又达到了传承竹编艺的目的。

2016-2017 年，团队相继教会 100 余名残疾
人竹编技能，与其中 2 名残疾人签订劳务合同、
16 名残疾人签订订单式合同，直接让残疾人年收
入从 3000 元增长到 30000 元，还帮扶两名残疾
人创业，实现了就业创业、基本脱贫和脱贫致富。

“贫困残疾人朋友需要的不仅仅是给予，‘尊
重’才是他们最需要的。公司教他们学会生存、就
业和创业的本领，不仅给了他们一份工作，而且
还鼓励他们创业。”杨勇讲述了开展“情丝万缕”
的初衷。他希望通过系统培训，让他们在精神上、
物质上都能独立起来，过上有尊严、有自信、有成
就的生活。

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建档立卡持证贫

困残疾人仍有 413.5 万人，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总数的8%左右。《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明确指出，要加大职业教育和
实用技术培训力度赋能，让残疾人与全国人民一
道共奔小康。

黄成六便是众多受助残疾人中的一个。他肢
体残疾，原来收入非常微薄和不稳定，只能维持
基本生活。好在黄成六非常积极乐观，并没有因
为身体缺陷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经团队成员下镇宣讲，黄成六来到了团队的
竹编基地。“当时过来就是想学一门手艺，可以让
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增加一点收入。”他
说。黄成六主动跟着杨勇和其他师傅学习了竹
雕、竹编等多项技艺。“学这个就是一个细活儿、
慢活儿，急不得，一急就容易出错。”黄成六强调，
所以他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细心。有时竹条出了
极小的瑕疵，尽管不会影响到竹编的美感，但他
仍然坚持要拆开重新制作。

每天清晨，当远方 太阳越过山头，黄成六就
早早就起床准备竹编材料。他乐观地笑着说：“能
将自己的生活过好，减轻对社会的负担，能自食
其力地养活自己、养活父母就是我现在的心愿。”
他从学员到员工再到师傅，从 300 元补助到 1500
元底薪再到 3000 元保底，黄师傅的人生价值逐

渐得到了体现。
目前，为保障残疾

人更好地脱贫致富，
团队开展了“项目 +
平台 +基地”的扶贫
模式：首先通过电商平
台将残疾人制作的竹
编手工艺品贩卖出
去，做到实实在在地为
残疾人增收脱贫；其
次，团队还在永川区五
间镇建立残疾人生产
基地，让残疾人学以
致用，帮助残疾人在
家门口生产创收，减
轻家庭负担，实现自
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振兴美丽乡村 践行中国经验
“那些吊顶的竹编手工艺品都是由残疾人制

作的。”杨勇指着荣昌区清江镇集体经济民宿屋

顶的竹编装饰介绍道。清江镇的“清水共享田园”
项目是团队最重要的校地合作项目。随处可见的

竹编手工艺装饰都来自残疾人之手，这不仅为残
疾人生产的产品铺开了销路，也为这个项目增色
不少。

最关键的是，校地合作项目也为当地村民增
收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清水共享田园”项目由
河中村集体出资 60 万，占股 55%；重庆文理学院
智力折价 20 万入股，运营资金 20 万元入股，占
股 36%；农户闲置房屋 20 年使用权入股，折价 10
万元，占股 9%，保底收益 5000 元 /年。

河中村作为重庆市“三变”改革试点村，“资
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改革方式
打造“股份农民”、激活“资源要素”、重构“经营体
系”。重庆试点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三变”改革，让农村“沉睡”的资源活起
来、增收的渠道多起来，促进农民增收、产业增
效、生态增值，推动了乡村振兴。

“等这个项目竣工，当地农民通过固定分红、
保底分红、效益分红增加财政性收入，同时也能
激活农村存量资产，实现农业农村资源要素价值
最大化，推动产业增效和生态增值。”杨勇望着即
将竣工的“清水共享田园”项目感叹道。

而生态增值则是最关键的长效脱贫推动点。
“中国人都有落叶归根的乡愁情结，尤其是现在
许多都市人也都有这个意识和需求，所以我们正
在思考如何让乡村发挥更重要的文旅价值。”杨
勇说。他们想通过这个项目让乡村景观更舒适、
更宜居，这不仅提升了当地人的人居环境，更重
要的是，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绿色生态农业和
旅游服务产业乘势兴起。这将直接带动乡村经济
振兴，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

“现在的乡村环境更美了、生活也更惬意
了，希望等到民宿正式营业的时候，乡村能重
新热闹起来。”正在竹亭上看书的学生小李认真
地说。

团队的下一步想法是整合当地各个景区，将
荣昌清升风景、清江的农旅、安富的文旅贯穿融
合，建成荣昌特色旅游品牌，提升当地的旅游资
源竞争力，让更多的农户参与、投资、运营，为农
户增收致富赋能。团队先后因地制宜地讲述了石
笋山“绿水情山·石笋山”、龙兴镇“龙行天下·兴
民富农”、清江镇“清水亲邻·繁荣昌盛”、福建三
明“森呼吸·野养谷”、直升镇“红色之花·绿艺之
道”、清流镇“清风流艺·橙心诚意”的美丽乡村故
事，为国家乡村振兴提供地方成功经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助残扶贫，残疾人生产的产
品又反馈到乡村振兴上来，团队架构出
了脱贫攻坚的良性循环系统。在这个循
环中，高校、企业、乡镇三方优势互补、
共建共享，共同赋能脱贫攻坚。

“破土凌云节节高，寒驱三九领风
骚。”傅庞如老先生的《咏竹》正应了目
前扶贫攻坚的态势。当前，扶贫开发工
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决战决胜期，相信
在各级领导的指导、支持和关怀下，重
庆文理学院节之道竹编艺术团队将发
挥学校师资人才和地域资源优势，力争
打造出助残扶贫的典型性项目和西南
最具特色的竹创意产业基地！为国家和
地方助残扶贫贡献团队的微薄力量，肩

负起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郑棋松）

情怀助残扶贫 助力乡村振兴
———记重庆文理学院节之道竹编艺术团队

杨勇与棕编师傅唐孝元

节之道竹编艺术团队

竹编作品

荣昌区乡村振兴项目实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