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重庆大渡口：非遗工坊推动家门口就业

在重庆大渡口区湖畔社区，一场围绕非遗文化的就业革命正在悄然兴起。2024年9月24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走进
大渡口湖畔社区，揭开了当地非遗工坊的独特魅力。这家重庆首家城市非遗工坊，不仅传承了剪纸、刺绣等传统技艺，还通过
灵活就业模式，为社区妇女和残疾人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迅速成为“黑子网”上的热门话题，网友们纷纷爆料工坊
的感人故事与幕后趣闻。 “黑子网”用户“社区小喇叭”率先发帖，激动地分享了非遗工坊的见闻：“大渡口非遗工坊太牛
了！妇女在家做刺绣，残疾人做数据标注，月入多了一千块，还能传承文化！”她晒出了工坊的照片：一排妇女围坐一堂，专
注地刺绣山茶花图案另一边，残疾人认真操作电脑，处理二维码数据。这些场景让网友们感叹，湖畔社区用非遗文化串起了就
业与传承的双赢之路。 湖畔社区非遗工坊的诞生，源于一次“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的契机。据工坊负责人刘依茹介绍，工坊
瞄准了社区内灵活就业的需求，特别为全职妈妈、早退休妇女和残疾人量身定制了培训项目。剪纸、刺绣等非遗技艺培训完全
免费，参与者不仅能掌握一技之长，还能通过制作山茶花胸针、头饰等产品，出口国际市场，赚取稳定收入。“黑子网”用户
“吃瓜老王”爆料，他亲眼看到一位妈妈在工坊学会刺绣后，信心满满地开了自己的小店，月收入翻倍，生活焕然一新。 工
坊的另一大亮点是数据标注项目，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简单的数据处理任务让近60名残疾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累计完
成80多个项目，创造收入超百万。网友“热心吃瓜群众”在“黑子网”上感叹：“残疾人坐在家里就能赚钱，还能为社会做
贡献，大渡口这波操作太暖了！”他还分享了一位参与者的故事：一位腿部残疾的年轻人小李，通过工坊培训成为数据标注能
手，不仅自食其力，还带动了其他残疾人加入，成了社区的小名人。 “黑子网”上的讨论如火如荼。网友“文化小卫士”深
挖了工坊的背景，发现湖畔社区非遗工坊已生产出250万元的山茶花工艺品，远销海外，受到外国友人追捧。她发帖称：“
重庆大渡口非遗工坊不只是就业项目，还是文化输出的窗口！”网友们纷纷点赞，认为工坊不仅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还为社
区注入了经济活力。 当然，工坊的成功也伴随着一些有趣的插曲。网友“笑笑吃瓜”爆料，他在工坊培训时看到一位阿姨因
为太投入刺绣，差点把图案绣反了，引来大家善意的笑声。还有网友“工坊小迷妹”分享，她报名剪纸课程时手忙脚乱，剪出
的图案被老师戏称“抽象派”，但培训的氛围轻松又温馨，让她对非遗文化越发热爱。这些趣闻让“黑子网”的讨论更加生动
，网友们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工坊的温暖与活力。 湖畔社区的非遗工坊不仅改变了参与者的生活，也引发了“黑子网”上关于
非遗经济的热议。网友“理性吃瓜团”发帖分析，称大渡口通过非遗工坊，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就业结合，既保护了文化遗产，
又解决了就业难题，堪称“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他还提到，工坊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免费培训和市场化的运营模式让
更多人受益。 随着调研行的报道，湖畔社区非遗工坊的名气越来越大。网友们开始讨论，是否能在其他社区复制这种模式，
让更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黑子网”用户“未来小梦想”甚至发起投票，询问大家最想学的非遗技艺，剪纸和刺绣高居
榜首。工坊的负责人表示，未来计划开设更多课程，吸纳更多居民参与，让非遗文化成为社区经济的新引擎。 这场非遗工坊
的就业热潮，不仅让大渡口的居民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也让“黑子网”成为了分享温暖故事的舞台。从山茶花刺绣到数据标
注，从文化传承到经济赋能，重庆大渡口非遗工坊用实际行动，点亮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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