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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搭台，架起非遗保护

与产业兴旺之桥

今年3月，浙江省非遗工坊

联盟成立。“联盟将秉承共创、

共赢、共享的理念，系统性整合

各方资源，搭建合作平台，开展

交流互动、产品联创等，并推动

联盟与相关平台、国潮品牌以

及景区协会等深度合作。”浙江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

人说。

政策春风盘活非遗资源，

工坊建设架起传统文化与现代

产业的桥梁。

文化和旅游部会同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

局印发《关于持续推动非遗工

坊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

在人才培养、就业创业、产业帮

扶等方面给予支持。中央财办

将非遗工坊建设纳入乡村振兴

考核体系。

全国有18个省份制定了非

遗工坊认定和管理文件，从资

金奖补、资源对接等方面提供

支持。浙江、河南等省通过实

施“非遗薪火行动”“非遗点亮

计划”，引入运营团队和设计资

源，探索出“政府搭台、高校赋

能、企业助力、传承人参与”的

工作路径。

各地立足特色优势，精准

培育带动强、市场好的项目。

云南建水等地通过推

进非遗工坊建设，集

聚优质资源要素，

因 地 制 宜 发

展紫陶等

特色产业，从“单打独斗”向“抱

团发展”。

浙江杭州萧山区推动非遗

工坊与乡村结对，“萧山萝卜

干”省级非遗工坊以“订单”和

协议的方式连接4万多农户衔

接产销，2024 年萧山萝卜干产

值达3亿元。

在河北曲阳县，定瓷和石

雕成为当地支柱性产业，带动

全县10万余人实现就业，石雕

年均产值约150亿元。

“新时代乡村手工艺的振

兴，具有非遗保护利用和特色

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属性。”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培计划

负责人陈岸瑛说，手工艺多采

用天然原材料，由此形成的产

业链和生态圈，散发着“天人

合一”的独特魅力；手工造物

活动多与地方文化、民俗生活

相关，对于复兴地方文化具有

独特意义。

人才为基，构建“非遗守护

者”+“富民领头雁”模式

非遗薪火相传，人才是关

键支撑。

今年3月，第六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

单公布，共942人。目前，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队伍总规

模近 4000 人，传承力量进一步

强化。

构建培训体系，筑牢传承

根基。文化和旅游部会同教育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实施

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

划，目前全国已有149所院校参

与，加上各地举办的省级研培，

参与院校超过200所，惠益非遗

传承人超过20万人（次），“培训

一个，带动一片”效应显著。

培育带头队伍，激发内生

动力。各地开展工坊带头人培

训，一批懂技艺、善经营、爱乡

村的“领头雁”涌现。青年人

才回流渐成潮流，海南五指

山、云南剑川等地用好山好水

好政策为大学毕业生、艺术

家、创业者提供良好发展环

境，吸引了一批青年大学生返

乡创办黎锦、木雕公司等，为

乡村注入新活力。

延伸服务触角，带动就地

增收。全国 4300 余家非遗工

坊建在村里，通过“非遗工坊+

公司+农户”“非遗工坊+合作

社+基地”“非遗工坊+代工

点”等多种模式广泛带动当地

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有

的非遗工坊对当地具有劳动

能力的残疾人、老年人、留守

妇女等实行“送货到户、工资

日结”，帮助他们实现顾家就

业两不误。

贵州省黔西市原色有染非

遗工坊带头人彭艺，毕业后回

乡创业。“人民的非遗人民享。

我们打造送技术、送设备、送订

单的‘三送’服务模式；建立108

个苗绣微工坊，带领苗族村寨

妇女同胞们在家门口就业创

收。”彭艺说。

融合发展，绘就文化赋能

新图景

6 月 13 日，在《诗经》流淌

过的淇河之滨，河南省“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

场活动在鹤壁浚县启幕。

社火舞狮的鼓点震彻云

霄，陶笛演奏、皮影戏表演吸引

游客驻足，“非遗新青年”通过

电商直播和现场互动推介黎阳

子馍、泥咕咕等特色产品……

浚县古城化身“非遗大观园”，

青春市集、工坊研学、非遗造物

等特色板块，可谓一街一景、一

步一韵。

当非遗与现代消费、文旅

体验深度融合，其文化魅力和

市场价值持续释放。

拓展消费新场景。2025年

“非遗好物 国潮焕新——四

季非遗购物月”活动线上线下

展销火热，一季度销售额超过

200 亿元。春节期间，5700 余

家工坊参与促消费活动，河南

许昌霍庄村组织开展舞龙舞

狮、旱船、高跷、秧歌等30大类

200 多个品种社火道具生产，

销售额达到 1000 余万元。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登上巴黎

时装周，在世界舞台展现中国

指尖技艺之美，生动呈现传统

的也是时尚的、民族的就是世

界的。

激活文旅新动能。四川崇

州、贵州雷山等地有效整合非

遗、旅游、农业资源，推出非遗

特色乡村旅游线路，将当地竹

编、银饰等非遗元素培育成“一

村一品”文化标识，让昔日“黄

泥村”“空心村”成为生机勃勃

的“竹艺村”“银匠村”。2024年

国庆期间，“竹艺村”接待游客

21.28万人（次）。

专家指出，如今非

遗工坊正在成为文旅

融合的创新平台，

村民和游客主

客 共 享 文 化

兴、产业旺、

乡村美、人民

富 的 乡 村 振

兴成果。

放 眼 新

时代，非遗工

坊 激 发 乡 土

文 化 创 新 创

造 的 自 信 与 自

觉，无数双手正编

织着物质富裕与精

神富足交汇的中

国式现代化乡

村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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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竹编变身时尚包包，手工银器畅销海内外，传统绣品变为国

潮服饰走上时尚T台……越来越多非遗代表性项目、传统手工艺依托

各地建设的非遗工坊，在传统和现代中找到连接点，融入现代生

活、吸引世界目光。

目前，全国1.1万余家非遗工坊，分布在2005个县

级行政区，包括670个脱贫县和135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带动相关产业链

120 余万人就业增收，保护优秀传

统文化，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让我们透过非遗工坊这

扇窗，领略非遗助力乡村

振兴、融入现代生活

的动人风景。

1.1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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