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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冰冷、普通的皮革，在手艺人
陈志强的刻刀间“游走”，随着他娴熟地
穿针引线、反复敲打，皮革顿时被赋予
了情感和内涵，成了一件别具特色的皮
雕艺术作品。合川区三汇镇华欣街有
一家专营各种手工皮雕商品的店铺，店
主陈志强就是合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记皮雕”技艺传承人。
日前，记者来到这家店。一推开

门，只见陈列架上摆满了色彩鲜艳、花
纹精美的各种皮雕皮包、皮带、皮鞋、皮
钟等，一块块皮革在陈志强的精心制作
下变了模样，焕发出不一样的“神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另一边的
工作台上，整整齐齐摆放着陈志强的数
百 件 皮 雕 工 具 ，蜡 绳 、锥 子 、钢
针……“皮雕是我家的祖传手艺，我不
能让它失传，要让它在我手上发扬光
大。”陈志强说。

今年48岁的陈志强是我区三汇镇
人，1994年从空军部队转业回家，被分
配到原天府矿务局上班。因为从小就
喜欢研制刀、枪等冷兵器，天资聪颖、勤
于钻研的陈志强通过看书自己摸索，又
利用车间的现成设备跟着一位老铁匠
苦学技艺，学到了较高的锻造水平，其
制作的菜刀、小刀、刺刀等刀具寒光逼
人、锋利无比，且造型精巧，工艺上乘，
令人赞叹不已。

一次，陈志强做好了一把刀，却发
愁找不到合适的刀鞘。这时，他突然想
起：“自己祖上不是做皮雕的嘛！”凭着
小时候对曾祖母做皮雕的一些记忆，加
上从父亲口中得知的一些皮雕基础工

艺，曾在原成都诗书画院进修、有一手
扎实线描功底的陈志强决定重拾祖
业。2000年，他花了几千块钱从香港邮
购了一套有锤子、钢錾、钢针等100余件
物件的皮雕工具，正式开始制作皮雕作
品。

“一件皮雕作品制作起来极其复
杂，创作过程融合绘画、雕刻、染色、定
型等工艺手法，粗略算来需十余道工
序。”陈志强说，皮雕制作是一个慢慢
修炼自己的过程，在皮子上作画，刀落
后就再也无法更改。刻画、敲击、推
拉、旋转……各道工序环环相扣，一刀
一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皮面软化时
间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刻刀下深
了，会刻伤皮，刻浅了，图案就无法呈
现。皮革的原材料也分水牛皮、鸵鸟
皮、蛇皮等，必须坚持使用原生态的浮
雕工艺，才能呈现出皮具最美的一
面。陈志强的皮雕作品有大量民族
风、游牧人和吉普赛的风格和元素，每
次制作皮具前，他都要仔细测算尺寸，
连每个针眼都要设计要位，做到万无
一失。交谈间，陈志强递给记者几张
皮雕画，上面的动物、花鸟形态逼真、
栩栩如生。

在陈志强的眼中，每一块皮料都有
生命、有性格，要根据它的花纹、软硬、
大小、颜色等选择最适合的造型，这使
得每件皮雕作品都无法复制。陈志强
说，皮雕的魅力在于温度和情感的表
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情感，工
业化、机械化量产的物品始终满足不了
当代人对于个性的追求，只有经过时间

打磨和沉淀下来的才会永恒，这就是手
艺人的机会。为了潜心制作和开发皮
雕作品，陈志强注册了“西梦”品牌，且
不在网上开店销售。“一件作品完工后，
能得到客户的肯定，我就特别满足和高
兴，有一种成就感。”陈志强表示，这是
他最大的收获。

近年来，机车文化在国内日趋流
行，陈志强不仅参与了多款机车的设计
和改造，也精心制作了多款车边包、手
套、坐垫等配套饰品，深受“机车达人”

的喜爱。如今，除合川本地朋友找他加
工皮雕用品和饰品外，还有重庆、成都、
广州乃至香港、美国等地的友人找他为
豪车、宠物及高档住宅定制个性化皮雕
用品。

生活中的陈志强，除了会制刀做皮
雕，还会做木工、园林、吟诗作画，是一
个名副其实、多才多艺的“情怀大叔”。
他说，他热爱皮雕工艺，皮雕工艺让他
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希望今后能找到
传承人，让这项工艺代代相传。

雕刻岁月 用创作传递温情
——记合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陈记皮雕”技艺传承人陈志强

○记者 袁询 文/图

陈志强在皮料上刻花

（上接10月18日3版）
南方局和办事处先后成立后，周恩来

考虑到人员增多，原有的机房街、棉花街房
屋根本不够使用，且位置分散又在城区，不
利于办公，日机空袭下更不利于防空。鉴
于此，周恩来指示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川东
特委书记廖志高等有关人员为南方局和办
事处另觅新址，建立机关。

在川东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物色到的
几处地方中，廖志高通过比较，更加属意于
距市区约10里地的红岩嘴，饶国模的大有
农场。通过实地考察后，他给南方局的报
告中这样写道：

饶国模，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饶国梁的妹妹，本人思想进步，同情革命，
支持共产党。其大哥饶国栋，老同盟会员，
后转国民党，现在重庆大足县党部任职。
其丈夫刘国华，国民党员，历任长寿县长、
刘湘经济顾问等职，有过同情革命的履历，
自刘湘受蒋介石排挤后，即去职，情绪消
极，花天酒地，不再热心政治。其弟饶国
材，1936年在成都加入我党。饶国材的女
儿饶友瑚、家侄刘文化，抗日战争爆发后，
也在上海、成都先后加入我党。饶国模、刘
国华的三个子女，业已加入共产党，系我党
新发展的党员。饶国模、刘国华的婚姻，实际上名存实亡。红岩
嘴农场，事实上为饶国模独力经营。考察与饶国模周围来往接触
的人，多系我地下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红岩嘴农场，地处市郊，
宽敞、偏僻、安全、无干扰。无论租借现房或新修住房都极方便，
且有较好的两面政治的掩护色彩。是否以此为目标解决南方局
机关住址，请组织考虑。

周恩来经过认真比较和考虑，决定迁至红岩嘴。当钱之光和
周怡等人专门到大有农场与饶国模商谈时，饶国模是“慨然应允”
和“欣然延纳”。其实早在1938年12月25日，她就与共产党发生
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当天《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重庆通讯处在
重庆青年会堂召开“新升隆轮遇难烈士追悼大会”，饶国模以大有
农场的名义亲自送去了花圈和慰问金，声援八路军的抗日活动。

办事处在大有农场内修建房屋的过程中，又遇“五三”“五四”
日机大轰炸，城区陷于一片火海，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房屋
被毁，南方局和办事处人员紧急迁往农场内，暂借饶国模的部分
旧宅办公和住宿。

8月，办事处大楼正式竣工，门牌编号为红岩嘴13号。公开
的八路军办事处设在一楼，南方局机关及其领导人住在二楼，机
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红岩嘴13号，从此成为了中共中央
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的安身立命之所。红岩，重庆一个
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红岩到红色三岩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红岩，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
央南方局的驻足，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成为
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在这里，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
一个政治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当时的革命者实际上是把
红岩作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组织的代号，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地
下党同志要到南方局，就说是“上红岩”；进步人士要找共产党，投
奔八路军、新四军或去延安，首先想到的也是“上红岩”。

1958年11月，原南方局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重返红岩，题诗曰：
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
孰论持久战？谁写败降书？
诸问今皆白，当时惑未祛。
结庐在虎穴，纸虎逊黔驴。
董老诗中所提“红岩”，就是指设立在红岩嘴13号的中共中

央南方局。同时，在抗战时期，南方局人员以及与之联系的革命
人士还把红岩作为红岩嘴13号、曾家岩50号、虎头岩86号的总
称，人称红色三岩。

曾家岩 50 号，原本是赵少龙和赵佩珊夫妇的房产。它是
一座两进院、三层高的建筑。1938 年秋，为了躲避日机空袭，
赵氏举家迁往乡下，将房子租给了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
陈长蘅。（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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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10月19日

公示事项

项目位置

申请单位

公示时间

公示地点

联系电话

大北农高档猪饲料生产项目建筑工程设
计方案修改公示

合川区工业园区

重庆大北农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0月20日至2022年10月26日

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
场、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hc.gov.cn/）

023-42751521

10月13日，由市农业农村委、重庆
日报主办，乡学堂、重报智库、凯锐乡村
设计院承办，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
院协办的2022乡村振兴大讲堂“乡村这
十年”系列讲座圆满结束。

本次系列讲座邀请了我市部分区
县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等授课，展
示了重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优秀案例，
分享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经验，营
造了全社会参与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重庆由点到面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建管并重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美丽环境催生美丽经济，一幅绿水青山
的美丽画卷正在巴渝大地上徐徐展开。

由点到面
示范推广整治经验

10 月 15 日，铜梁区南城街道西来
村，水泥路面干净整洁，农房窗明几净，
房前屋后花草环绕。

“红砖白墙好风光，车水马龙人熙
攘，家家户户心欢畅，奔小康；柏油公路
通到村，入户道路户户通，玫瑰花开人
气旺，真的好……”一大早，西来村十组
村民田贵知就开始打扫院坝，嘴里哼着
当地村民自编的歌曲《夸夸咱们西来
村》。

“以前出门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现在村上的环境变好了，家家都
修了花坛、堡坎。”田贵知说，“来过我们
村的人，没有一个不夸我们村漂亮的。”

近年来，西来村发动农户开展庭
院、屋内、畜禽养殖场所等环境整治，实
施农房风貌整治100余户，改水改厕200
余户，同时动员群众规范庭院内外物品
摆放，50余户村民家门口挂上了“清洁
文明户”牌子。

一花独放不是春，满园春色更迷
人。为了实现农村人居环境从“一处
美”到“处处美”，我市于2018年启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采取项目
化、事项化、清单化形式，部署了农村垃
圾治理、“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村
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等重点任务，并针对实际加大了农村
户厕改造和入户道路建设力度。

3年来，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主要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截至
去年底，全市累计改造农村厕所114万
户，修建生活污水管网4742余公里，累
计创建美丽宜居乡村1239个，最美庭院
7.8 万户，农村长期存在的脏乱差局面
得到扭转，村庄环境基本实现整洁有
序，村民环境卫生观念发生可喜变化、
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全市范围内像西来
村这样的美丽乡村越来越多。

“当前，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
从追求干净整洁进展到美丽宜居阶段，
从点上示范发展到整体提升的新阶
段。”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全市将由点到面，示范推广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经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
质，到 2025 年力争每个区县建成 1—2
个成片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片。

建管并重
确保设施持久管用

农村人居环境不仅要从“一处美”
到“处处美”，更要实现“一时美”向“长
久美”转变。这当中，管护好农村人居
环境基础设施非常重要。

去年 10 月，巴南区接龙镇荷花村
村民郑成华告别了使用多年的旱厕，
用上了干净卫生的水冲式厕所。但用
了不到半年，他就遇到了问题。

“今年春节下水道就堵了。”郑成
华说，自己几次尝试疏通都没有解决，
只好找到村党委书记李红求助，随后
李红把问题向镇里反映，镇里又把问
题反馈给改厕施工队伍，前后花了三

天时间才解决了问题。
一个月后，李红将一张印有“‘码’

上办——重庆市农村户厕改造数字化
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码”上办）
字样的二维码门牌，贴在了郑成华家
的大门旁，这是市农业农村委针对农
村户厕管护难专门开发的一款报备系
统。李红告诉他，以后厕所出了问题，
扫码报备，就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
门维修。

今年7月，郑成华的厕所又出现了
漏水情况，他扫“码”报备，当天维修人
员就上门检查，不到一个小时就为他
解决了厕所漏水问题。

“过去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存
在一定的‘重建设、轻管护’现象，需要
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才能巩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成效。”市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坦言。

针对这一问题，我市部分区县纷
纷探索破解之道。

沙坪坝区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政
府、职能部门、镇街、村集体等对农村
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的管护责任，推动
农村厕所和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设备及村庄保洁设施等一体化运行管
护；南川区引入保洁公司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依托第三方实现对
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的专业管护，
并优先聘用脱贫户担任农村专职保洁
员，对基础设施进行管护。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完善长效管
理机制，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健全督
查考评机制，保障农村人居环境基础
设施长期有效发挥作用。

由景生金
美景催生“美丽经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为乡村带
来美景，也带来了“钱”景。

一到周末，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
河村村民赖家伟就忙得不可开交。
他用自家楼房所办的“随缘农庄”乡
村民宿，一次可以接待 20 余人住宿、
100 余人餐饮。“没有好的乡村环境，
我这儿的生意也好不起来。”他说。

三河村地处缙云山脉腹地，因境
内石梁河、林家河、高桥河三条溪河
汇集而得名。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中，三河村的环境得到了极
大提升，为该村发展乡村旅游打下了
基础。

2019 年底，三河村结合自身文旅
资源及毗邻大学城的优势，把文创产
业、文旅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头
戏，打造“艺术家村落”。经过两年多
的建设，目前已有 26 家企业入驻，其
中“缙泉烧”“镜蓝染”等 14 家企业已
经开业，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不足 1
万元增长到 61.5 万元。

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产
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不只有三河村。

在南川，以大观原点为核心，规
划了 4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梅花
园、川军血战到底、黎香湖、蓝莓园等

“十二金钗”串珠成线，引导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在铜梁，人居环境
整治后当地建成了西部最大果苗基
地、三角梅基地、玫瑰花基地等 30 余
个乡村旅游景点，形成“景区里有产
业，产业里有景区”的乡村休闲旅游
综合体，并进一步带动乡村环境全面
提升；在渝北，依托华蓥高腔、姜氏木
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区打造非遗
一条街，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赋予美
丽宜居乡村丰富的文化内涵……

据悉，“十四五”期间，我市将新
建 1000 个“小组团、微景观、生态化、
有特色”的美丽宜居乡村，让美丽环
境加快转化为美丽经济。

（据《重庆日报》）

由点到面提升人居环境，建管并重完善基础设施，美丽环境催生美丽经济——

重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有效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本报讯（记者 唐杰）10 月 16 日是
世界粮食日，南津街街道江亭路社区组
织辖区青少年儿童开展“珍惜粮食 传
承美德”主题活动，以进一步增强青少

年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的意识，弘扬中
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了世
界粮食日的来历，孩子们通过观看视频，

了解粮食的成长收获过程，体会农民伯伯
种粮的艰辛，体悟粮食的来之不易；同时，
活动还通过互动问答、绘画的方式，引导
孩子们在生活中自觉养成珍惜粮食的好

习惯，从自己做起，成为“光盘行动”的践
行者、推广者和监督者。“通过今天的学习，我
知道了要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不能剩饭剩
菜。”社区小朋友刘雅昕说道。

珍惜粮食 传承美德

皮雕，又称为皮革上的文身，是以刻刀等工具在皮革上进行浮雕创作的手工技艺。国内的皮雕艺术起源于草原游牧民族，历史源远流长，集实
用性、鉴赏性、珍藏性于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