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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咙咚咙咚锵。”一大早，在潼南区花岩

镇红太阳乡村大舞台，花岩女子狮舞队开

始了排练，逗狮、打滚、戏球……队员们熟

练的技艺引得不少群众驻足观看。

“每次排练也能吸引不少群众围观，让

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我们的女子狮舞。”花

岩女子狮舞队队长童秀琼说，“花岩女子狮

舞”历史悠久，创立于清末光绪年间，100

多年来，女子狮舞在花岩顽强生长，代代传

承。

相传“花岩女子狮舞”是一百多年前一

位妇女所创，她看见丈夫舞狮，也想加入舞

狮队，但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舞狮难度

大，她的丈夫并不愿意教她，但她没有放

弃，和一些姐妹偷偷模仿，除基本套路和动

作外，还将女性的日常生活也放了进去，后

发明了女子狮舞。

“花岩女子狮舞”从地域上分主要属北

狮，从种类上看，属于文狮，传承人全部为

女性，传女不传男。表演中主要角色有两

种，笑罗汉逗狮子、二人舞狮，共需三人扮

演，其在模仿狮子动作的基础上融入了女

子日常生活中的梳头、洗脸、打扫卫生等动

作，给粗犷雄浑的狮舞平添细腻和妩媚，凸

显女性不甘示弱，争取男女平等的精神。

今年51岁的童秀琼是“花岩女子狮

舞”第四代传承人，从小在潼南各大节日文

艺汇演现场观看女子狮舞表演的她，渐渐

地对这项表演产生了兴趣。

“举狮头需要表演者有足够的力量，大

家的传统观念就是应该让男性来表演，女

子狮舞让我感觉到男性能做到的，女性也

能。”童秀琼告诉记者，十五年前，她不顾家

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支女子狮舞

队。

刚进入这支队伍，童秀琼就选择了最

辛苦的狮头角色。举狮头不仅需要力量，

长时间的表演对耐力更是一种考验。早期

训练中，举着狮头表演打滚、翻皮、开财门

等动作，让童秀琼每次训练完都会经受不

同程度的伤痛，那段时间身上总是青一块

紫一块。

凭借着坚毅不服输的性格，童秀琼渐

渐掌握了舞狮的精髓。后来，她和搭档袁

运、卢定秀三人成为了队里固定的舞狮搭

档。如今，平均年龄近60岁的三人还活跃

在潼南各大文艺汇演中。

今年6月，一部微短剧《舞狮少女》正

式在抖音、快手、腾讯视频等平台播出，该

剧共23集，讲述了祖孙三代人守护传承重

庆市非遗潼南“花岩女子狮舞”的故事，全

网播放量破千万，深受观众们青睐。而主

角的原型，正是童秀琼。

“如今关注女子狮舞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还好近年来在潼南文旅委、文联等部门

的重视下，‘花岩女子狮舞’在2014年被重

庆市人民政府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逢过年过节，在各大舞台及街头巷尾还

能流行起来。”童秀琼说，现在花岩女子狮

舞队共有队员10余名，学狮舞可以培养人

的精神意志和品德，包括她在内的队员们

都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孙女加入进来，同时

也希望将来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

的人了解并爱上这项表演，将队伍不断壮

大，让这项表演永远传承下去。

据《潼南报》

守护非遗之美，让女子狮舞薪火相传——

潼南：百年女狮舞出“铿锵青春”
潼南报记者 吴鑫袁

花岩女子狮舞表演。

近年来，铜梁区大力推进“万企兴万

村”行动，通过村企结对联建发展多样态订

单农业，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投身乡村产业

振兴，带动群众就业，为乡村振兴蓄势添

能。

日前，记者走进铜梁区福果镇三多村，

沿路农户的房前屋后，黑鸡幼崽正在觅食

嬉戏。在一片大雅柑林里，成群的黑鸡围

绕鸡棚来回啄食。林下养鸡，不仅除去了

果园里的杂草，还为果树提供了有机肥料。

得益于重庆特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

展的“百万鸡苗下乡”活动，三多村有养殖

需求的农户获得定量免费黑鸡苗。在村里

黑鸡养殖大户的带动下，大家利用房前屋

后养殖黑鸡，并与特牧公司签订订单，黑鸡

长大后，由公司采购回收。

“跟企业合作不仅保证了鸡苗货源，还

保证了黑鸡销售，心里感觉很踏实。”铜梁

区福果镇三多村养鸡大户刘昌维说。

“目前，我们与福果镇等地的5个村集

体发展了订单农业模式。在村集体发展养

殖大户，由养殖大户为老百姓提供技术支

持，实现公司、村集体、农户之间互惠共

赢。”重庆特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松说。

企帮村、村联企，村企共赢是核心。

2022年，白羊镇兵马村与重庆七哥食品有

限公司合作，通过“公司＋合作社＋集体企

业＋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村里的400多

亩闲田“变身”为红薯种植基地，保证了农

民种植红薯的稳定销售，也为重庆七哥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红薯粉提供了优质的原材

料来源，实现了共赢。

“兵马村与企业进行合作，每年可获得

10万元左右的租金。村民在基地务工，每

月也有2000元的收入。”白羊镇兵马村党

支部书记、主任贾晓燕说。

近年来，为促进多样态订单农业发展，

铜梁区工商联每年向村集体、企业、商会等

发放调查问卷，针对订单农业需求，通过党

建引领、产业创

新、村企“联姻”

等方式，帮助村

企实现共建共

赢。截至目前，

全区42个基层

商会、4000 余

名会员企业与

28个镇街结对

共建，实施“万

企兴万村”项目

220余个，总投

资超 16 亿元，

带动全区农村

集体经济增收

8000 余万元，

提供就业帮扶2800余人次。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村企联建

工作，加大宣传力度，优化服务机制，强化

监管评估，确保合作成果惠及民生，推动

村企结对联建成为企业发展和‘万企兴万

村’新引擎。”铜梁区工商联副主席汪克霞

说。

据《铜梁报》

铜梁：村企结对联建 共促乡村振兴
铜梁报记者 韦寓及

养殖户投喂黑鸡

綦江日报讯（特约通讯员 湛江涛）近日，笔者

在綦江区赶水镇南坪村中药材基地看到，10多位

村民正忙着采收中药材何首乌和天门冬，翻挖、去

土、装袋，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南坪村于2020年开始发展中药材产业，累计

种植何首乌、天门冬两种中药材60余亩，预计今

年每亩可实现产值1万元，带动全村50余户农户

实现增收6000元。

“以前在外务工，家里土地就闲置了下来，听

说村里在流转土地发展中药材，我就把土地以每

亩300元的价格流转给了村集体。”南坪村脱贫户

王华告诉笔者，现在返乡到基地务工，一个月有

2000元左右的收入，“家门口”就能赚钱的他对当

前的工作感到很满意。

由于在发展中药材产业之前，南坪村就与重

庆恫憬阁中药材公司签订了收购协议，药材投产

后实现保底价订单收购，这有效保障了产业发展

效益。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药材产业利益分配机

制，探索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根据土地流转面积

的多少，让村民参与收益分红，让中药材种植拓展群

众增收路径。”南坪村党总支书记周在中表示。

图为村民将采挖的部分中药材装袋。

綦江日报特约通讯员 湛江涛 摄

綦江区赶水镇

发展中药材 增收添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