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时节，天晴地朗。重
庆忠县松柏村韩家沟，山风吹
过，竹影婆娑。温暖的阳光、适

宜的气温，把小小的山村变成一幅展开
的画卷。又到市级非遗“土法造纸”一年
一度开坊造纸的时节，寂静了一个冬天
的韩家沟也随之热闹起来。

“哗啦啦，哗啦啦……”一阵流水声
打破了寂静，循声而去，一位年过半百的
汉子正弓着腰，双手拿着一个木框筛子，
娴熟地在水池中掠过……

“韩师傅，好久不见，又回老家造纸
来了。”来看热闹的邻居一边围观，一边
和他打招呼。

“回来了，这个老手艺不能丢啊，你
们家有没有年轻人想来学的，我把这项
技术全都教给他！”然而，他得到的却是
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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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他是““土法造纸土法造纸””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人
他已默默坚守这项技艺他已默默坚守这项技艺5050年年

““我想通过晨报寻找传人我想通过晨报寻找传人，，
把祖传技艺传承下去把祖传技艺传承下去””

身边事

链接

土法造纸代代相传
他6岁就跟着父亲学习这项技艺

韩师傅名叫韩继安，忠县白公街道松
柏村韩家沟人，今年56岁。今年是他和土
法造纸结缘的第50个年头，2009年他家
传的“土法造纸”技艺入选重庆市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本人也成为重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清明假期，记者专程前往韩家沟，采访
这位有土法造纸“活化石”之称的民间达
人。韩师傅告诉记者，他马上就要60岁
了，加上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常常手脚酸
麻。希望通过媒体帮他达成一个心愿：寻
找一位热爱传统文化，想要学习这项非遗
技艺的传人，把他家祖传的土法造纸技艺
传承下去。

韩师傅介绍，土法造纸技艺是利用山
间嫩竹，经选材、浸泡、发酵、碾压、舀纸、晾
晒等工序制作纸张的一项古老技术。这种
产品俗称火纸或方连纸，主要用于书法、制
作工艺品、祭祀和日常卫生等方面。

松柏村土法造纸历史悠久，韩家是当
地有名的造纸世家。在过去，造纸也是村里
家家户户在务农之余主要赚钱的营生之一。

“从6岁开始，我就跟着父亲学造纸，

13岁就基本上掌握了土法造纸的流程。”
韩继安娓娓道来，他小时候常到家里造纸
作坊玩耍，看着父亲光着脚板有节奏地踩
踏着坑里的原料，他倍感好奇，于是自己也
光着小脚丫尝试，自那以后便迷上了造纸。

从鼎盛到衰落
这项古老的技艺面临失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们收入
的提高，土法造纸迎来了新发展。

“那些年，我家的作坊每年可以生产10
多吨纸，每天有近百元的收入。”韩继安说，
他家造出来的纸张细腻、柔韧，深受用户青
睐，他家还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

“造纸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选材、
浸泡、发酵、碾压、舀纸、晾晒，要用一两年
时间。”韩继安说，土法造纸工序十分复
杂，每年二三月要进山砍采头一年的嫩
竹，先刨成竹片晾干后放入池中浸泡3个
月左右，然后在干池中发酵一至两个月后
加入清水浸泡储存，竹料经过这样处理
后，到第二年清明节前后，才能开坊舀纸、
晾晒，最后制成纸张。

土法造纸，选料讲究、工序繁杂、过程
漫长，如果不能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必定会
给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带来困扰。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的冲击，小作坊用土法生产出来
的纸张的市场越来越小、销路越来越窄。

现在，由于主要用于书法、制作工艺品
的纸张需求量太小，工艺要求和生产成本
又很高，已经停产了好几年，目前还在生产
的就只有用于祭祀和日常卫生的低端产
品。“松柏村、苦井村、护国村的许多造纸作
坊都先后停产了，现在周围几个村只有我
们一家还在坚持。我不能让土法造纸这项
古老的技艺失传了！”韩继安满心惆怅。

寻找一位传人
把祖传的非遗技艺传下去

每年清明前后，进入造纸制浆阶段，韩
继安驱赶着一头黄牛将上年发酵好的熟料
在石碾盘上碾碎成絮状纤维，再放入专用
水池中分裂纤维，搅拌制浆。作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自然有自己
的绝活。

“制浆完成后就是舀纸。舀纸是土
法造纸最关键的环节，手势要自然流畅、
用力还必须均匀，否则纸张就颗粒粗糙、
薄厚不一。”韩继安一边操作，一边提醒
身旁的儿子韩海金、女儿韩海杰。

韩继安的儿女都有自己的事业，儿子
韩海金在忠县县城从事汽车美容行业，女
儿韩海杰则在重庆主城拥有自己的广告公
司，听说父亲在老家的作坊这几天开工，特
地趁着清明假期赶回来看看。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情，我也不奢求
他们能回来经营这个营生，但是只要回来，
多少也能学到一点，人不能忘本。”韩继安
说，以造纸为生显然不可能，平日里他多在
县城或外地从事建筑业补贴家用，自己尚
且如此，又怎么好怪孩子们不继承祖业呢。

“这些年，国家对传统非遗项目的扶持
力度在加大，但是造纸每个环节都需要亲
力亲为，人工投入很大，而且碾压竹料就必
须养一头牛……这些都需要沉得下心来，
还需要对传统文化和技艺有一腔的热爱与
坚持。”韩继安说，“不管能不能挣钱，老祖
宗传承下来的宝贝一定不能丢！”

为了留住土法造纸这门技艺，韩继安
每年都会少量制作一部分纸张，一年的产
量还不到1吨，只相当于高峰时1个月的产
量，“这会给我带来一丝慰藉。”但是，随着
年纪越来越大，加上他关节炎的老毛病越
来越严重，病痛严重影响到了他造纸技艺
的发挥。

“作为一位市级非遗传承人，我有一个
心愿——希望通过重庆晨报寻找一位热爱
传统文化、想要学习‘土法造纸’非遗技艺
的传人，把祖辈代代相传的土法造纸技艺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如果有人愿意学习，
我会免费倾囊传授，这样我也能安心退休
养老了。”矢志坚守50年的韩继安，对这项
非遗技艺依然满怀期待。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通讯员 赵
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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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起
重庆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
门诊特病病种统一

近日，市医保局印发了《重庆市基
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重庆市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特殊疾病保障指南（2025年
版）》（以下简称《保障指南》）。按照
《办法》及《保障指南》，从今年6月1日
起，我市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将采用
统一的门诊特殊疾病病种、诊断标准、
医保报销范围。

据了解，门诊特殊疾病是指需要
长期在门诊治疗、纳入我市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疾病病种。

“参保人按照自愿申请、全市通办
原则，可向全市所有的医保经办机构
或医保经办机构指定的门诊特殊疾病
诊断医疗机构提出办理申请。”市医保
局有关负责人称，按照《办法》，诊断医
疗机构按照门诊特殊疾病诊断标准为
申请人进行诊断并出具诊断结论，将
符合申请病种诊断标准的参保人病种
信息录入医保信息系统，即时开通门
诊特殊疾病待遇资格。参保人可到全
市所有经医保经办机构确定的门诊特
殊疾病治疗医疗机构就诊。

“以往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门
诊特病病种不一致，从6月1日起，
病种就统一了。”该负责人称。

据悉，我市门诊特殊疾病分为一
类病种和二类病种（名单附后）。一
类病种有14种，二类病种有39种。
记者注意到，在二类病种中，抑郁症、
焦虑症、强迫症等精神疾病被纳入了
特病病种范围。

随单位参保和以个人身份参加
职工医保二档人员可申请办理一类
病种和二类病种；以个人身份参加职
工医保一档人员限申请办理慢性肾
衰竭血液净化治疗、器官移植术后抗
排异治疗、恶性肿瘤、血友病四种门
诊特殊疾病病种。居民医保参保人
员可申请办理一类病种和二类病种。

在门（急）诊危重病方面，参保人
因患危重疾病在门（急）诊实施抢救
所发生的费用，经抢救后未入院者参
照住院政策报销；经抢救后入院者，
其门（急）诊抢救费用与本次住院费
用合并计算。

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特殊疾病病种

（2025版）
一类病种

1.慢性肾衰竭血液净化治疗；2.
器官（包括组织、细胞）移植术后抗排
异治疗；3.恶性肿瘤；4.血友病；5.再
生障碍性贫血；6.地中海贫血（中、重
型）；7.扩张型心肌病；8.克山病；9.阿
尔茨海默病；10.艾滋病机会性感染；
11.耐药结核病；12.高苯丙氨酸血症
（苯丙酮尿症、四氢生物蝶呤缺乏
症）；13.普拉德-威利综合征；14.原
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
二类病种

1.强直性脊柱炎；2.原发性肾病
综合征；3.肝豆状核变性；4.重度骨质
疏松；5.高血压；6.糖尿病；7.甲亢；8.
冠心病；9.风湿性心瓣膜病；10.肝硬
化；11.脑卒中后遗症（脑梗死、脑出
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后遗症、血管性
痴呆）；12.帕金森病；13.肌萎缩侧索
硬化症；14.支气管哮喘；15.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16.慢性肺源性心脏病；17.
结核病；18.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19.丙型肝炎；20.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21.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22.原发性
骨髓纤维化症；23.系统性红斑狼疮；
24.系统性硬化症；25.原发性干燥综
合征；26.重症肌无力；27.慢性肾脏
病；28.类风湿性关节炎、幼年特发性
关节炎；29.良性前列腺增生症；30.原
发性青光眼；31.精神分裂症；32.心境
障碍；33.偏执性精神障碍；34.分裂情
感性障碍；35.癫痫所致精神障碍；36.
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37.焦
虑症；38.强迫症；39.抑郁症。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