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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通讯员 罗燕芳）“群星大讲堂”2025年荣
昌区文艺工作者美术书法摄影创作培训
近日在区文化馆举行，吸引全区300余名
文艺工作者参与。

为期两天的培训采用“理论教学+作

品点评”的方式进行。重庆市群众艺术馆
研究馆员、重庆日报高级记者等业内专家
深入讲解美术、书法、摄影基础知识，涵盖
构图、色彩、笔法、光影等方面。作品点评
环节，专家针对学员作品，从创意构思到
表现手法，给出专业实用的建议，助力学

员突破创作瓶颈，夯实创作根基。
参训学员表示，此次课程兼具实用性

与启发性，为创作提供了新思路。接下
来，他们将深入荣昌山水街巷，从自然人
文中汲取灵感，用艺术语言讲好荣昌本土
故事。

我区300余名文艺工作者集中“充电蓄能”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3月17日，北京科技大学与荣昌中学签署
优质生源基地合作协议，并举行授牌仪式，
标志着双方开启携手共育英才的新篇章。

授牌仪式后，北京科技大学有关负责
人为荣昌中学学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
座，重点从北京科技大学专业设置、课程
体系、就业前景等方面展开讲解，让学生

们对北京科技大学的优势专业有更深入
的了解，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报考热
情。

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于1952年，是一所
以工科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
直属全国重点大学。近年来，聚力学科结
构优化，不断强化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
设，在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不

断实现新突破。
此次授牌旨在为双方人才培养搭建

重要平台，建立起优质生源输送长效机
制，实现互利共赢。

未来，两校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协
作，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学生社会实
践、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
作，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力量。

荣昌中学成为北京科技大学优质生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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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6日，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
村，山丘重披新绿，菜花挥洒金黄。
霏霏细雨中，重庆西山雨陶艺工作室
负责人管永双、李云杉夫妇，在灯光
下小心翼翼地拉坯、修坯，为烧制新
一窑的荣昌陶器作准备。

“我们自建的炉窑叫‘春燊窑’，
既代表着它是在5年前的春天建成，
也是希望这一窑炉火能像‘燊’字的
本意那样越烧越旺，让千年陶艺在创
新中焕发青春。”被评为“荣昌陶器制
作技艺与荣昌陶柴窑烧制技艺”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管
永双说。

作为“90后”，管永双、李云杉在

传承传统荣昌陶艺基础上，研发出
“植物灰釉”系列陶制品，总结出五类
柴烧效果成色的烧制技法，让中国四
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又获得新的光
彩，并带动周边村民通过文旅融合获
得更多收益。

特殊红泥
吸引夫妇扎根川渝边界小镇

春雨淅沥，笼罩着春燊窑后的青
砖四合院——西山雨陶坊。

在陶坊工作间，管永双在飞速旋
转的拉坯机上制作小巧的茶壶陶坯，
李云杉则在一旁镂刻茶壶杯盖的配

件。桌上，是一大团揉好的陶泥。“就
是它，让我们决定留在这里。”管永双
指着陶泥笑道。

荣昌西部有一条连绵25公里、宽
2.5至 4.5公里的优质陶土矿带。早
在汉代，当地先民便用陶土生产陶
器。10年前，在四川美术学院工业设
计专业学习的管永双和李云杉来荣
昌实习。一触到荣昌陶土，两人便惊
叹不已。“在我们接触过的陶土中，荣
昌陶土是最好的，真是‘细腻如脂’；
过火后的陶器确实‘红如枣、薄如纸、
声如磬、亮如镜’。”管永双说。

沉迷于陶艺的两人，最终选择在
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以当地陶土

为原料，设计生产茶具、日常器和艺
术品。“对我俩来说，这里适合工作，
也适合生活。”李云杉说。一方面，这
里的陶土细腻、含铁量高。这些特质
让由其制成的陶器可以有更独特的
外观，并更好地保持盛装的食物风
味。另一方面，这里远离大城市的喧
嚣，他们可以在清幽的鸟鸣声中，做
陶土设计、研究。

以火行笔
就地取材创新制陶技艺

西山雨陶坊的展陈室，最醒目的
展台上摆放着“植物灰釉”系列陶

器。乍看，它们都是普通的陶器物
件；细看，它们却是个性鲜明的艺术
品：以银杏叶灰烬为釉的陶器，泛着
的点点金光，恍如透过金色银杏叶的
秋阳；芭蕉灰烧出的釉，温润如玉，有
着不均匀的裂隙，仿佛残留着雨打芭
蕉的淅沥；稻草灰釉泛着灰蓝光，浮
着絮状结晶，像稻田里映着的细碎蓝
天……

“以前荣昌陶上的釉色，都是用
矿物颜料绘制的。我们烧制的釉色，
则是就地取材，通过‘以火行笔’完成

‘上釉’。”管永双介绍。
十年前两人来实习时，当地陶器

多是用传统技艺制作的传统器型。
而现在两人在沿用传统方法烧制陶
器同时，也不断琢磨创新的方向。

“荣昌陶以釉色闻名，我们决定
以此作为创新突破口。”李云杉说，柴
烧窑由于温度不恒定，成批量烧制陶
器的难度大。但这也是柴烧窑的魅
力——没有一件作品是相同的，这也
为他们艺术创新提供了可能。

在荣昌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下，
他们建起当地内部空间最大的柴烧
窑——“春燊窑”，将陶坊周边农田、
果园能找到的植物枝丫都收集起来，
尝试用灰烬“上釉”。

在不断地揉泥、拉坯、烧制试验
中，管永双的双手指关节变得膨大、
虎口脱皮。在烧制了上千件作品后，
他发现银杏、桑树、芭蕉、板栗、松针
等十多种植物灰烬，能为陶器涂上不
同个性的色釉。在反复烧制过程中，
管永双留心窑火温度给陶土烧制带
来的不同效果，探索出荣昌陶“金银
铜彩”“黑珍珠”等五类柴烧效果成色
的烧制技法。

如今，两人的作品逐渐成熟。其
中《苔痕上阶绿》入选 2019 年重庆

“一带一路”国际陶瓷论坛非遗精品
展；《无象》被收藏于中国美术馆，《冬

橘》获中国四大名陶展金奖。

艺术家“扎堆”
观光研学成就非遗小镇

3月10日，来自广州大学的周丹
丹，在体验了西山雨的陶艺后，又到
离陶坊不远的“一宁夏布”体验夏布
扎染。“艺术家往往喜欢扎堆。通安
村的陶坊和夏布聚在一起，真是绝
配。”周丹丹笑着说。

“一宁夏布”负责人陈克庵表示，
在荣昌，夏布经常作为特色包装与荣
昌陶组成“搭子”，销往海外。与此同
时，体验夏布或陶艺的游客，往往对
文化创意更感兴趣，也更愿意体验、
购买相关文创产品。

“这两个年轻人‘蹲’在这里搞了
十年的荣昌陶，很不容易。”66岁的果
农张培坤望向陶坊的方向，“他们来
了之后，买果子的游客明显多了不
少！”张培坤的4亩果园是家里的重
要收入来源，这几年他种植的柑橘，
采摘价不仅比销售到场镇略高，也少
花了劳力。

如今，管永双、李云杉的西山雨
陶坊，已成为荣昌的网红地标之一，
吸引观光游客10万余人次，带动夏
布、研学等团队入驻通安村；两人通
过文化志愿活动，为2万余名学生提
供陶艺知识讲解，宣传荣昌陶。

通安村还以荣昌陶、夏布和研学
游为亮点，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组织，
发展蔬菜大棚 500 余亩、精品苗木
800余亩、休闲垂钓水面200余亩，通
过文旅融合让不少村民吃起“旅游
饭”。目前，安富街道也趁热打造起
4A级景区安陶小镇，布局陶艺体验
与研学、非遗文创体验等业态，让游
客在“动手做”中感受荣昌陶的文化
底蕴。

原载《重庆日报》

荣昌陶艺传承人管永双、李云杉夫妇：

创新制陶技艺为非遗小镇注入活力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通讯员 刘永华）“家门口就能了解自己
的身体状况，这样的活动太贴心了！”近
日，昌元街道白象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热闹非凡，一场健康知识科普活动在此举

办。
活动邀请医护人员为居民们开展血

压、血糖测量等基础检查，耐心解答大家
关于健康问题的疑惑，并围绕常见疾病预
防、健康生活方式等内容进行讲解，收到

居民们的一致好评。
接下来，该实践站将常态化开展健康

知识科普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形式与内
容，持续为辖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助力
打造健康和谐的社区环境。

白象社区居民家门口享健康科普“盛宴”

温暖春日
“衣”旧情深
日前，昌州街道油栎社区联合展

旺塑胶（重庆）有限公司，开展“社企
互助·衣旧情深”衣物募集活动，为困
难家庭送去关怀和温暖。

活动前期，社区与企业通过线上
线下广泛宣传，倡导职工将家中闲置
衣物捐赠出来。收到的每一件衣物，
社区干部和志愿者都仔细记录。

今年以来，昌州街道已开展旧衣
募集活动 5 次，140 余名爱心人士积
极捐赠旧衣，共募集到衣物 1500 余
件。这些衣物会分批次送给困难家
庭，确保每一份爱心都能精准送达最
需要的人手中。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丹 摄

【人物名片】

“90”后管永双 、
李云杉夫妇从四川
美术学院毕业后，主
动扎根荣昌区安富
街道。在传承传统
技艺同时，他们就地
取材，用银杏、芭蕉
等植物研发出“植物
灰釉”系列陶制品，
总结出五类柴烧效
果成色的烧制技法，
让千年荣昌陶焕发
出新的光彩，并通过
文旅融合带动周边
村民吃上“旅游饭”。

3月6日，重庆西山雨陶艺工作室，管永双在阴干拉坯成型的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