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谢清城）连

日来，G42 沪蓉高速梁平服务区、龙溪河

服务区精心策划一系列多彩活动，提供吃

喝玩乐行“一站式”服务，进一步丰富驾乘

人员在途体验。

清香可口的梁平柚、憨态可掬的动物

灯笼、美味解馋的特色小吃⋯⋯12月22日，

在G42沪蓉高速梁平服务区、龙溪河服务区

的活动展台前，市民们品鉴美食、制作手工

DIY，给漫长的旅途增添一份特别的记忆。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抽奖活动，中奖者即可领

取小礼品一份，吸引不少市民积极参与。

来自四川成都的市民张一恺在 G42

沪蓉高速梁平服务区休息时，免费品尝到

了梁平柚，细嫩化渣的口感给她留下深刻

印象。“早就听说梁平柚是中国三大名柚

之一，没想到在高速服务区品尝到了，柚

子吃起来汁多味浓，确实好吃。我准备买

一些带回家，让家人朋友们都尝尝梁平

柚。”张一恺说。

“根据重庆高速集团的统一安排，我

们启动了‘高速乐享周’活动。活动分为

12 月 20 日至 22 日、12 月 27 日至 29 日两

个时间段开展，通过‘果香四溢’‘手作时

光’‘寻味小吃’等活动，让广大司乘人员

感受梁平的热情好客，品尝地道的美食。”

G42 沪蓉高速梁平服务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同时，现场还组织工作人员积极推介

梁平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吸引更多市民

来梁平旅游。

记者了解到，G42 沪蓉高速龙溪河服

务区近期还将启动春运集市活动，展示展

销梁平柚、烤肉串、毛绒玩具等，让市民在

旅途中也能逛集市、淘梁平特产。

梁平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展多彩活动

丰富驾乘人员在途体验

12月22日，G42沪蓉高速梁平

服务区，市民（右）在制作纸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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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谭 燕）12 月

21 日，“年画里的中国”——首届全国

木版年画联展在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

乡崇德堂博物馆开展，梁平木版年画

参展亮相，进一步展示极具梁平地域

特色的非遗魅力，提高梁平优秀传统

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据悉，展览汇集北京、重庆梁平、

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山东高密、山

东潍坊杨家埠、陕西凤翔、河南朱仙

镇、四川绵竹和广东佛山的 130 余幅

传统年画代表作和优秀新年画作品，

用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年画，展现中

国民间艺术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

在色彩斑斓、历史悠久的木版年画世

界中，感受那份独特的年味与传承。

中国民间木版年画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和民俗情感。年画初步形成

于宋代，发展繁荣于明清时期，在清代

中后期达到鼎盛阶段。全国有一百多

家年画产地，每至春节期间，年画货

郎、年画摊川流大街小巷，形成了中国

特有的年画文化。

梁平木版年画是我区 5 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更是梁平的

民间传统艺术瑰宝。其起源于明嘉靖

年间，采用传统木版水印套色技术，以

印为主，以绘为辅，印绘结合。画面设

计粗放简练，构图饱满、人物造型朴实

敦厚、色彩丰富，疏与密、虚与实、静与

动对称呼应，无论描绘风俗人情，还是

民间故事、戏曲神话，都充满浓厚的生

活气息，体现浓郁的巴渝文化特色。

受地域文化影响，梁平木版年画

表现技巧和艺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体

系，其制作过程需经历蒸纸、拖胶、刷

泥、勾图、刻版、套印、手绘、开脸等 30

多道工序，色彩颜料要用植物矿物熬

制，印纸需要当地出产的白竹手工纸，

雕版套印则需一色一版，层层上色。

为保护和传承好梁平木版年画，

我区先后在各乡镇（街道）、学校、社团

建立非遗传承基地，并在艺术院校设

立非遗课堂；其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徐家辉还在重庆旅游职业学院等多所

高校担任客座讲师，教授传统技艺课

程，并积极参加各种展示展演活动，全

方位宣传和推广梁平木版年画。

“此次展览，梁平木版年画共有

《盗令出关》《扬鞭》《和气致祥》《财神》

等8幅作品参展，这不仅是对梁平木版

年画的肯定，更是对我们非遗传承人

的激励。”徐家辉说，作为一名非遗传

承人，他将继续坚守初心与匠心，并努

力推陈出新，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加大

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热情，促进年画

艺术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让

梁平木版年画这一传统艺术在新时代

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据悉，该展览将持续至 2025 年 2

月 21 日（每周一闭馆），期间还将组织

年画刻印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开展年

画讲座等系列活动。

梁平参加首届全国木版年画联展

非遗
在梁平

本报讯 （记者 张 婷）近日，重

庆市民政局公布《重庆市历史地名保护

名录（第三批）》，全市共计 76 个地名

入选。其中，梁平的“云龙”“屏锦”榜上

有名。

云龙始建于明末时期，初名“沙垭

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又名“ 龙沙

铺”。民国年间，因一拱桥雕刻画“龙脚

踏云彩而行”正式更名“云龙”，并沿用至

今。此地自古以来交通发达、商贾云集、

风景如画，被许多文人墨客称为“云中蛟

龙”。如今，云龙为梁平一大要镇，郑渝

高铁、渝宜高速横贯全镇，梁平第一大

河——龙溪河纵穿全镇，其河水清澈，

河 面 宽 广 ，绵 延 8 公里。值得一提的

是，云龙境内还有第四纪冰川遗迹——

冰臼群，属于罕见的地质遗迹，是第四纪

冰川运动的结果，距今已有约 200-300

万年。

云龙镇东邻梁平铁门乡、南接垫江

普顺镇，地形以平坝、浅丘为主；镇内土

壤肥沃，极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境内

的“殷家坝”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盛产萝卜、黄瓜等优质无公害蔬菜和优

质红茶、绿茶。坊间还流传着“山水云龙

美，都梁鱼米香。暮色龙溪起，千家鱼宴

忙”的美丽传说。

屏锦自明正德八年（1513 年）始造寺庙，初名“坪井”，后

名“红石梁”，康熙十一年更名“兴平市”，并开市设铺，集市铺

房东高西低，依山近水犹如行船，文人以“山水如屏，形色似

锦”定名“屏锦铺”，屏锦由此得名。建国前曾有梁平“首场”

之称，建国初期改为屏锦镇。

屏锦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位于梁平西南部，前拥

“群山锁钥”的明月湖，后环绵延百里的竹海，既有百亩高山

有机茶场“天宝山”、风景如画的“蝴蝶谷”，又有梁平木版年

画、梁平狮舞、梁平土陶等非遗文化。当地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其中最为

突出的是川芎，这是一种重要的中药材，其生长需要大量的

养分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此外，镇内还有丰富的竹资源，也是

百里竹海旅游度假区的门户，被重庆市命名为“笋竹之乡”。

每个老地名都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见证着城市或地

方的变迁和发展，更是人们对于故乡的铭记和对历史的缅

怀，值得大家共同珍惜和保护。接下来，梁平将进一步加强

地名文化的发掘、阐释和宣传推广，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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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 婷）近日，双桂小学举办第二届主

题校园文化艺术节，进一步推动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提升学

生美育素养。

据悉，此次艺术节共分为“童成长”“致童真”“话未来”三

个篇章，各篇章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当天，活动在

舞蹈《盛世欢歌》中拉开序幕，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紧接着，器

乐合奏《欢乐的那达慕》、课本剧《大青树下的小学》、舞蹈《爱

跳舞的小怪兽》等节目陆续登场，在这个充满阳光与欢乐的

舞台上，孩子们用歌声传递快乐的心情，用舞蹈释放着青春

的活力，展现出当代少年的文雅风貌。

除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学校还举行了文化艺术展，集中

展示学生的书法、手工、绘画等作品。现场还举办了非遗体

验活动，让学生们体验梁平木版年画制作技艺，近距离感受

梁平非遗的独特魅力。

“一直以来，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艺术教育

平台，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以及综合素养。在这次艺术节

中，我们看到了孩子的成长与进步，也看到了他们对艺术的

热爱与追求。相信这次活动会成为孩子们童年中一次难忘

的记忆，也将激励着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勇敢前行，追

逐梦想。”双桂小学德育处副主任罗昊天说。

双桂小学举办第二届主题校园文化
艺术节

提升学生美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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