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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玫

“ 阳 春 三 月 ，‘ 锦 绣 世 界 ——2022

年 首 届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织 绣 印 染 技

艺 精 品 展 ’（以 下 简 称‘ 锦 绣 世 界 ’精

品展）将为人们带来一场锦绣文化盛

宴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恭 王 府 博 物 馆 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展

览展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冬宁说，

届 时 ，二 十 四 节 气 鼓 将 敲 开“ 锦 绣 世

界 ”精 品 展 的 序 幕 ，带 领 观 众 进 入 锦

绣情缘、锦绣海南、锦绣生活、锦绣时

尚四大展区，在绚丽多彩的锦绣世界

里感受非遗魅力。

将 于 3 月 12 日 在 海 口 会 展 工 场

启幕的“锦绣世界”精品展，是 2022 年

（第二届）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以下

简 称 文 化 周）的 重 要 内 容 。 近 日 ，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市

政府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文

化周相关情况，让人们对这场锦绣文

化盛会充满期待。

黎锦文化 源远流长

“黎 锦 光 辉 艳 若 云 ”，是 清 代 学 士

程 秉 钊 对 海 南 黎 锦 的 赞 美 。 黎 锦 远

在 春 秋 时 期 就 负有盛名，聚居在海南

岛 的 黎 族 人 民 在 制 作 服 饰 时 所 使 用

的纺、染、织、绣方法，是中国乃至世界

上最为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该技

艺被称为中国纺 织 业 的“活 化 石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于 2009 年 将 其 列 入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拥有 3000 多年发展历史的海南

黎锦，承载了历史、科技、艺术、民俗、

地理、气候等诸多信息。黎族没有自

己 的 文 字 ，从 某 种 意 思 上 说 ，黎 锦 是

浓 缩 了 黎 族 历 史 与 文 化 的 独 特 史

书 。”海 南 锦 绣 织 贝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郭凯说，黎族妇女用夸张变形的几何

图 案 、想 象 丰 富 的 抽 象 艺 术 ，创 造 了

人 形 纹 、自 然 界 纹 、动 物 纹 、植 物 纹 、

生 产 生 活 纹 、文 字 纹 等 纹 样 。“ 如 今 ，

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

现代元素创新黎锦，成就了黎锦在新

时代的独特之美。”

海 南 省 旅 游 和 文 化 广 电 体 育 厅

副 厅 长 刘 成 介 绍 ，海 南 省 委 、省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包 括 黎 锦 在 内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系 统 性 保 护 ，出 台 了《海

南 省 贯 彻 落 实 < 中 国 传 统 工 艺 振 兴

计 划 > 意 见》《黎 族 传 统 纺 染 织 绣 技

艺 保 护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1-

2023 年）》《海 南 省“ 十 四 五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规 划》等 规 范 性 文 件 ，

并加快推进《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规定》地方性法规立法工作。在

非遗传播和发展方面，以大型活动为

媒，不断扩大海南非遗的能见度和传

播力。

“ 举 办 海 南 锦 绣 世 界 文 化 周 是 海

南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和 发 展 的 重 要 举 措

之 一 。 作 为 海 南 在 自 由 贸 易 港 及 国

际 旅 游 消 费 中 心 建 设 进 程 中 倾 力 搭

建的区域性民族手工艺交流平台，本

届 文 化 周 延 续 2020 年 首 届 文 化 周 的

‘传承 创新 共创锦绣世界’主题，由

‘展、秀、会’三大板块组成，以黎锦文

化为核心，打造海南黎苗锦绣文化乃

至 中 国 锦 绣 文 化 走 向 世 界 的 窗 口 。”

刘成说。

吉贝花开 衣被天下

“展、秀、会”三大板块中的展，即

“ 锦 绣 世 界 ”精 品 展 。 策 展 人 孙 冬 宁

表示，该展呈现专题 化 、情 景 化 、体 验

化 三 个 特 点 ，结 合 静 态 展 览 、动 态 展

示 、活 态 展 演 、现 场 展 销 四 种 形 式 ，

带 给 观 众 视 觉 、听 觉 、嗅 觉 、触 觉 、味

觉 五 大 感 官 体 验 。“ 展 览 以‘ 锦 绣 中

华、衣被天下’为策展核心，突出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和黄道婆两大主题

IP。”

有 学 者 认 为 ，中 国 棉 纺 织 业 的 发

展离不开黄道婆的贡献，在她改良纺

织工具之前，因为技术原因棉花尚未

得到广泛的应用。宋末元初，松江府

乌 泥 泾（今 属 上 海 市）女 子 黄 道 婆 不

堪 夫 家 虐 待 流 落 到 崖 州（今 海 南 三

亚）。当时海南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

术 已 很 发 达 。 当 地 黎 族 妇 女 同 情 黄

道 婆 的 遭 遇 ，不 仅 让 她 有 了 安 身 之

所 ，还 传 授 她 棉 纺 织 技 艺 。 30 多 年

后 ，黄 道 婆 回 到 故 乡 ，研 究 出 融 合 黎

族 棉 纺 织 技 术 与 当 地 纺 织 工 艺 的 新

技 术 ，并 毫 无 保 留 地 传 授 给 乡 人 ，使

广 大 百 姓 普 遍 受 惠 。 黄 道 婆 对 促 进

长 江 流 域 棉 纺 织 业 和 棉 花 种 植 业 的

迅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被后人誉为

“衣被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

吉 贝 ，古 时 兼 指 棉 花 和 木 棉 。 将

在 文 化 周 开 幕 式 上 精 彩 呈 现 的 服 饰

秀以“衣被天下”命名，第二个篇章名

为“吉贝花开”，别有深意。

“服 饰 秀 的 三 个 篇 章 中 ，‘ 洪 荒 初

开 ’‘ 吉 贝 花 开 ’是 海 南 黎 锦 服 饰 秀 。

‘ 吉 贝 花 开 ’共 展 示 50 套 极 富 特 色 的

精 美 服 装 。 它 们 是 以 传 统 手 工 黎 锦

和 黎 族 传 统 纹 样 为 核 心 设 计 元 素 ，

结 合 国 际 潮 流 款 式 、流 行 颜 色 ，将 棉

麻 、香 云纱、针织等流行面料、工艺进

行合理搭配和时尚设计，制作出的符

合国际流行审美、便于日常生活穿搭

的新黎锦服饰。‘锦绣未央’篇章是全

国锦绣代表服饰秀，以苗绣、云锦、宋

锦 、缂 丝 、壮 锦 等 作 为 中 国 锦 绣 的 缩

影 ，展 现 中 国 纺 织 工 艺 的 博 大 精 深 、

泱泱大国的锦绣盛景。”郭凯说。

孙 冬 宁 介 绍 ，“锦 绣 世 界 ”精 品 展

的第二部分“锦绣海南”中，特别增加

了上海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崇

明土布传统纺织技艺等非遗项目，观

众 可 以 从 中 感 受 到 中 国 棉 纺 织 文 化

的脉络。

守正创新 锦绣未央

“ 此 次 文 化 周 集 中 展 示 全 国 列 入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传 统 织 造 、刺 绣 、

印染三类技艺项目，极具代表性。这

对 推 动 民 族 手 工 艺 和 民 族 服 饰 走 进

当代都市生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新期待具有重要意义。”海口

市 旅 游 和 文 化 广 电 体 育 局 副 局 长 王

旻 表 示 ，振 兴 传 统 工 艺 ，有 助 于 传 承

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

生态，丰富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

有 助 于 更 好 地 发 挥 手 工 劳 动 的 创 造

力 ，发 现 手 工 劳 动 的 创 造 性 价 值 ，在

全 社 会 培 育 和 弘 扬 精 益 求 精 的 工 匠

精神，助力乡村振兴。

“《黎 族 传 统 纺 染 织 绣 技 艺 保 护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1-2023 年）》

提 出 ，推 动 黎 锦 文 化 与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 文 化 周 闭 幕 式 将 通 过 展 示 2022

（第 二 届）海 南 黎 苗 纹 样 应 用 创 意 设

计活动服装优秀作品，推出系列作品

和 设 计 师 ，为 更 好 地 推 进 海 南 黎 锦 、

苗绣进景点、进社区、进商场、进基层

打下基础。”郭凯说。

“ 非 遗 如 何 更 好 地 融 入 现 代 生

活 ，一 直 是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工 作 的 焦

点 话 题 。‘ 会 ’板 块 的 海 南 自 贸 港 非

遗 发 展 论 坛 上 ，来 自 政 府 部 门 、行

业 、高 校 等 领 域 的 专 家 学 者 、企 业 家

将 探 讨 自 贸 港 背 景 下 非 遗 的 保 护 传

承 和 发 展 ，共 同 寻 找 非 遗 与 当 代 生

活 的 连 接 点 。”海 南 省 旅 游 和 文 化 广

电 体 育 厅 公 共 文 化 处（非 遗 处）处 长

饶琼娟说。

孙 冬 宁 介 绍 ，“锦 绣 世 界 ”精 品 展

的 第 三 部 分“ 锦 绣 生 活 ”特 别 突 出 了

非遗与生活的关系。比如在“苏州造

物”情境化文化空间，以苏绣为主，以

明 式 家 具 (苏 作)、缂 丝 、宋 锦 、灯 彩 等

在特定文化空间内的呈现，探索传统

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以及

织 染 绣 技 艺 融 入 当 下 语 境 的 多 种 可

能性。

“ 特 别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第 四 部 分

‘ 锦 绣 时 尚 ’将 集 中 展 示 自 2015 年 起

‘ 锦 绣 中 华 ’—— 中 国 非 遗 服 饰 秀 系

列 活 动 秀 场 上 走 出 的 设 计 师 精 品 服

饰，共有锦衣御裳、京韵雅绣、苎梦东

方 、织 山 秀 水 、云 梦 彝 山 、南 溟 极 贝 、

粤 绣 粤 美 、度 兮 、艺 针 忆 绣 等 十 多 个

项 目 。‘ 锦 绣 中 华 ’品 牌 的 创 立 ，为 传

统 民 族 服 饰 及 传 统 纺 染 织 绣 技 艺 类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搭 建 了 展

示 、交 流 、弘 扬 的 平 台 ，在 传 统 工 艺

振 兴 、精 准 文 化 扶 贫 工 作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拉 开 了 时 尚 界 国 潮 中

国 风 的 锦 绣 华 章 。”孙 冬 宁 说 ，作 为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十 四 五 ”规 划 重 点 打

造 的 品 牌 项 目 ，“ 锦 绣 中 华 ”将 更 好

地 向 世 界 展 现 中 国 特 色 、中 国 风 格 、

中国气派。

□ 许瑾

坐 拥 众 多 历 史 遗 迹 和 金 陵 文 脉 的

秦 淮 区 ，是 南 京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聚

集 地 ，拥 有 各 级 非 遗 项 目 98 项 、各 级

代表性传承人 243 位、非遗传承和展示

场 所 数 十 个 。 近 年 来 ，秦 淮 区 致 力 于

南 京 非 遗 的 保 护 和 传 承 工 作 ，在 与 大

众生活的融合创新中，让非遗“保护有

抓手、利用有路径”。

搭建非遗客厅

在 老 门 东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感 受 南 京

云 锦 、金 陵 金 箔 、秦 淮 灯 彩 的 金 陵 风

雅 ，到 南 京 市 民 俗 博 物 馆 欣 赏 南 京 绒

花 技 艺 和 南 京 白 局 表 演 ，到 南 京 市 博

物 馆 体 会 南 京 脸 谱 的 色 彩 和 神 韵 ……

如 今 ，大 大 小 小 的 非 遗 元 素 主 题 展 馆

分 布 在 秦 淮 区 的 文 物 古 迹 、历 史 文 化

街区、旅游景区和产业园区中，成为市

民游客移步换景的“非遗客厅”。

除 了 点 状 分 布 的 展 示 场 所 ，2021

年 6 月 ，秦 淮 区 在 夫 子 庙 秦 淮 风 光 带

核心区打造了总面积 7400 平方米的秦

淮·非 遗 馆 ，馆 内 展 陈 南 京 风 筝 、南 京

泥塑、南京微雕、南京皮影等南京本地

以及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

目 ，设 置 互 动 体 验 区 、传 承 人 工 坊 、演

出 小 剧 场 、数 字 体 验 馆 等 具 有 展 销 展

演、传承交流、活化利用功能的活动空

间 ，并 推 出 常 态 化 的 非 遗 教 学 和 展 演

活 动 ，让 市 民 游 客 能 够 随 时 体 验 非 遗

项目。

“ 从 夫 子 庙 到 非 遗 馆 步 行 只 要 10

分 钟 ，上 午 带 孩 子 逛 逛 夫 子 庙 、老 门

东，下午过来学非遗，很方便。”南京市

民刘女士说。

秦 淮·非 遗 馆 副 馆 长 江 楠 介 绍 ，秦

淮·非遗馆同时也是“南京市非遗体验

中心”和“秦淮区非遗保护中心”，2021

年 开 展 300 余 场 非 遗 主 题 活 动 ，吸 引

3.6 万 人 次 到 馆 参 观 。 今 年 春 节 期 间 ，

秦 淮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在 秦 淮·非 遗 馆

举 办 了“ 非 遗 过 大 年·文 化 进 万 家 ”活

动 ，推 出 江 南 丝 竹 、川 剧 变 脸 、皮 影

戏 、南 京 白 局 、南 京 白 话 等 免 费 演 出 ，

每天接待游客 2000 多名。

“ 这 场 白 局 是 我 们 疫 情 以 来 室 内

观看人数最多的一次。”大年初五在馆

内进行南京白局表演的徐春华白局传

承 社 传 承 人 夏 天 说 ，白 局 是 南 京 地 区

民间的方言说唱，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

史 。 近 两 年 受 疫 情 影 响 ，白 局 表 演 主

要 通 过 线 上 传 播 ，非 遗 馆 让 南 京 白 局

多了一处与游客交流的平台。

加强优质供给

多 点 开 花 的 非 遗 展 示 空 间 让 秦 淮

非 遗 游 的“ 动 线 ”愈 加 完 整 。 近 年 来 ，

秦淮区全面梳理秦淮非遗项目传承展

示 基 地 ，加 强 空 间 规 划 ，以 秦 淮·非 遗

馆 为 龙 头 ，沿“ 一 城（明 城 墙）一 河（秦

淮 河）”全 域 旅 游 轴 线 ，科 学 布 局 金 箔

馆、金陵刻经馆、戏曲脸谱馆等重点非

遗展示基地、传承基地、展演空间。

与 此 同 时 ，“ 非 遗 进 景 区 ”展 示 展

演 活 动 更 加 丰 富 。 2021 年 ，秦 淮 区 以

创 建 江 苏 省 首 批“ 无 限 定 空 间 非 遗 进

景区”试点单位为契机，在老门东历史

文 化 街 区 、夫 子 庙 景 区 棂 星 门 广 场 等

地 举 办“ 礼 赞 百 年·乐 享 非 遗 ”无 限 定

空间非遗进景区暨“秦淮之夏”社区文

化艺术节、“国潮乐起，戏韵秦淮”文化

惠民活动、“乡音金陵”曲艺成果展演、

南 京 白 局 保 护 成 果 展 演 等 ，向 市 民 游

客呈现精彩的“非遗世界”。

随 着 非 遗 元 素 与 空 间 载 体 不 断 融

合 ，个 性 化 的 非 遗 体 验 产 品 也 层 出 不

穷 ，游 客 不 仅 能 看 非 遗 、玩 非 遗 ，还 能

把非遗技艺“带回家”。

在 老 门 东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一 幅 幅

栩栩如生的南京剪纸“肖像”受到游客

青 睐 。“ 花 35 元 不 仅 能 看 到 剪 纸 技 法 ，

还 能 获 得 自 己 的 肖 像 摆 件 ，很 有 纪 念

价值。”游客徐捷说。

在 小 西 湖 街 区 ，2 月 1 日 刚 刚 开 馆

的顾业亮大师工作室已接待了数批学

做小花灯的游客。“过年期间主要是团

队 预 约 ，后 期 我 们 还 会 推 出 一 些 固 定

课 程 。”秦 淮 灯 彩 非 遗 传 承 人 徐 秀 建

说。

在 南 京 市 民 俗 博 物 馆 ，周 周 上 新 、

全 年 超 过 300 场 的 非 遗 定 制 课 程 已 颇

为成熟，博物馆还通过“南京非遗云课

堂”，面向全市青少年进行线上视频授

课、实时教学反馈及作品展示。

此 外 ，秦 淮 区 也 在 加 大 非 遗 产 品

生产开发的市场化力度，与企业、高校

共 建 非 遗 项 目 设 计 营 销 平 台 ，开 展 市

场 推 广 、形 象 包 装 、文 创 开 发 、对 外 交

流 等 ，推 动 研 究 传 承 与 生 产 性 保 护 一

体化发展。

创新传承模式

空 间 形 态 多 样 、产 品 供 给 多 元 的

背 后 ，是 秦 淮 区 为 非 遗 保 护 和 传 承 打

下的坚实基础。

2017 年 ，秦 淮 区 在 全 省 区 县 一 级

率 先 出 台《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

首 次 明 确 区 财 政 每 年 投 入 不 少 于 200

万 元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非 遗 保 护 经 费 不

足 的 问 题 ；首 次 对 传 承 人 传 承 补 助 全

覆盖，提高传承人授徒传承的积极性；

实 施 制 度 建 设 、阵 地 拓 展 、数 字 化 保

护 、本 土 人 才 培 养 、活 化 利 用 、品 牌 塑

造“ 六 项 工 程 ”，全 面 推 进 非 遗 保 护 与

利用工作。

2018 年 ，秦 淮 区 出 台《秦 淮 区 非 物

质文化遗产绩效考核评估管理办法》，

对非遗项目、传承人、保护基地实施考

核 评 估 ，进 一 步 提 升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的

工作实效。

2020 年 ，秦 淮 区 在 1865 创 意 产 业

园 成 立 了“ 非 遗 传 承 人 孵 化 空 间 ”和

“ 南 京 非 遗 人 之 家 ”，为 非 遗 项 目 构 建

孵化、共享、交流、合作等发展空间，搭

建传承创新的资源平台。

秦 淮 区 还 积 极 探 索 非 遗 项 目 在 中

小 学 校 的 活 态 传 承 和 普 及 工 作 。 2018

年 初 ，秦 淮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与 区 教 育

局、区教师发展中心共同开展“非遗特

色校园建设”，制定非遗特色校园评估

标 准 ，将 非 遗 以 学 科 渗 透 的 形 式 在 校

内进行宣传普及。

为 突 出 秦 淮 特 色 ，秦 淮 区 遴 选 出

20 多 个 非 遗 进 校 园 项 目 ，要 求 学 校 按

照“一校一品一特色”标准设立非遗课

堂 和 非 遗 传 习 所 ，聘 请 各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担 负 传 承 教 学 任 务 ，并 定 期

开展走进传统文化社会实践活动和非

遗教学成果展。

在 政 策 支 持 下 ，秦 淮 区 君 望 墅 幼

儿园与秦淮灯彩国家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顾 业 亮 共 同 打 造 的“ 小 小 艺 苗 圃 ”秦

淮 灯 彩 馆 、秦 淮 幼 儿 园 与 南 京 白 局 省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黄 玲 玲 合 作 的“ 白 局

儿 童 俱 乐 部 ”等 一 批 非 遗 特 色 项 目 陆

续成立。

2022 年 1 月 ，君 望 墅 幼 儿 园 、秦 淮

幼儿园、武定新村小学、梅花山庄幼儿

园 等 秦 淮 区 4 所 学 校 被 评 为“ 南 京 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基地”，秦淮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之路越走越宽。

秦 淮 区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非 遗 科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目 前 秦 淮 区 已 有 24 所 学

校 挂 牌“ 非 遗 特 色 校 园 ”，力 争 在 2022

年 底 完 成 30 家 创 建 工 作 ，让 秦 淮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后 继 有 人 、创 新 发

展、形成品牌。

到海南，看吉贝花开 锦绣绚烂

□ 朱文文

“润 洁 如 玉 细 如 绸 ，笔 底 烟 霞 任 自

由 。”笔 墨 丹 青 的 美 ，离 不 开 那 张 质 地

柔韧、薄如蝉翼的宣纸。拥有“纸中之

王 、千 年 寿 纸 ”美 誉 的 宣 纸 ，承 载 着 中

国文化的千年记忆。

青 弋 江 畔 ，悠 悠 水 长 。 位 于 安 徽

省 宣 城 市 泾 县 的 丁 家 桥 镇 被 誉 为“ 中

国宣纸的发祥地”。近年来，该镇依托

历史底蕴和文化优势，深化文旅融合，

围 绕“ 一 张 纸 ”做 起 乡 村 振 兴“ 大 文

章”。

“由 青 檀 树 皮 、燎 草 变 成 韧 性 十 足

的宣纸，需要经过选材、制浆、捞纸、晒

纸 、剪 纸 等 108 道 工 序 ，历 时 整 整 3

年 。”今 年 60 岁 的 安 徽 省 级 宣 纸 制 作

传 统 技 艺 传 承 人 、安 徽 曹 氏 宣 纸 有 限

公司董事长曹建勤祖祖辈辈都从事宣

纸 制 作 ，从 小 就 对 造 纸 有 着 一 种 特 殊

的感情。

作 为 宣 纸 的 原 产 地 ，千 百 年 来 ，泾

县丁家桥人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艺术

创造力，演绎了“墨韵万变、纸寿千年”

的传奇。如何让这门传统手工技艺产

生 更 大 的 经 济 效 益 ，焕 发 出 时 代 光

彩？泾县金星宣纸有限公司进行了反

复的探索实践。

“ 我 们 用 浆 板 代 替 青 檀 树 皮 、燎

草、竹浆等原料，以机械造纸机代替捞

纸 和 晒 纸 工 艺 ，通 过 纸 浆 水 循 环 利 用

技术，节能增效，实现宣纸书画纸的量

产化。”泾县金星宣纸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汉 荣 介 绍 ，目 前 公 司 全 年 生 产 机 械

书 画 纸 2000 吨 、手 工 宣 纸 60 吨 ，年 总

产值达 1800 万元。

在 丁 家 桥 镇 ，像 金 星 纸 业 这 样 从

事宣纸书画纸生产加工销售的企业共

338 家 ，全 镇 全 年 宣 纸 产 量 达 300 余

吨，手工书画纸及机械书画纸年产量 1

万 余 吨 ，书 画 纸 产 量 占 全 国 的 70％ 以

上 ，成 为 国 内 最 大 的 宣 纸 书 画 纸 生 产

基 地 ，产 品 远 销 欧 洲 、东 南 亚 等 地 ，年

销 售 额 超 过 15 亿元。

丁 家 桥 镇 党 委 副 书 记 、镇 长 唐 媛

媛 介 绍 ，宣 纸 产 业 为 全 镇 居 民 提 供 了

大 量 家 门 口 的 就 业 机 会 ，实 现 了 村 民

工作、家居两不误。目前，全镇宣纸书

画 纸 产 业 从 业 人 员 近 万 人 ，2021 年 镇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29353.9 元 ，同 比 增

长 18.5％。

纸 造 出 来 了 ，如 何 销 售 成 了 最 大

的问题。文创、电商、直播……在传承

宣 纸 传 统 制 作 技 艺 的 同 时 ，各 种 现 代

化 的“ 经 营 ”让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返 乡 创

业，也让宣纸产业愈发壮大。

走 进 丁 家 桥 镇 李 园 村 ，村 民 包 敏

然天刚亮便在自家的库房里清点宣纸

和 书 画 纸 的 数 量 ，他 的 妻 子 则 坐 在 电

脑前回答客户的各种问题。

2016 年 ，刚 从 大 学 毕 业 的 包 敏 然

回 到 家 乡 ，传 承 祖 传 宣 纸 制 作 技 艺 ，

并 在 淘 宝 电 商 平 台 上 销 售 宣 纸 。 经

过 不 断 坚 持 和 探 索 ，营 业 额 从 第 一 年

的三四十万元提高到现在的百万元以

上。

李 园 村 是 安 徽 首 个“ 淘 宝 村 ”，如

今 ，村 里 1000 多 户 人 家 ，200 多 户 都 在

做电商。

近 年 来 ，泾 县 出 台 了《关 于 推 进 全

县 文 化 产 业 加 快 发 展 扶 持 奖 励 办

法》，完 成 了《关 于 振 兴 宣 纸 书 画 纸 产

业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讨 论 稿 ，充 分 发

挥 宣 纸 产 业 优 势 ，进 一 步 打 响“ 中 国

宣 纸 之 乡 ”和“ 泾 县 ，宣 纸 上 的 山 水 画

卷 ”文 化 旅 游 品 牌 ，驱 动 宣 纸 产 业 创

新发展。

为 进 一 步 扩 大 宣 纸 文 化 的 影 响

力 ，将 文 化 资 源 和 产 业 优 势 转 变 为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优 势 ，该 县 围 绕“ 泾 县 ，宣

纸上的山水画卷”品牌，不断深化文旅

融合，举办泾县宣纸文化艺术节、全国

文 房 四 宝 艺 术 博 览 会 、中 国 宣 纸 文 化

旅 交 会 等 文 旅 活 动 ，大 力 发 展 非 遗 旅

游、研学旅游，积极建设以宣纸和非遗

为 特 色 的 宣 纸 小 镇 ，为 宣 纸 文 化 的 传

播打开新天地。

2021 年 9 月 ，泾 县 县 委 、县 政 府 主

办 2021 第 48 届 全 国 文 房 四 宝 艺 术 博

览会，现场举行文房四宝精品展、电商

直播带货、群众文化演出、达人行等系

列活动，让宾客充分领略宣城历史、人

文 、自 然 、生 态 之 美 ，进 一 步 打 响 丁 家

桥“宣纸故里”招牌。

在 丁 家 桥 镇 非 遗 人 家“ 草 色 帘

青 ”，“ 非 遗 ＋ 旅 游 ”为 游 客 带 来 别 样

的 文 化 体 验 。 这 个 集 非 遗 传 承 、非 遗

展 示 体 验 、民 宿 、美 食 于 一 体 的 非 遗

主 题 体 验 综 合 体 ，每 逢 周 末 便 迎 来 一

波 波 来 自 五 湖 四 海 的 游 客。

在 小 岭 村 的 纸 道 山 庄 民 宿 ，几 乎

看 不 到 工 业 化 生 产 的 材 质 ，更 多 的 是

木 头 和 宣 纸 。“ 宣 纸 文 化 的 融 入 ，丰 富

了 民 宿 的 文 化 内 涵 、增 强 了 入 住 游 客

的 文 化 体 验 ，同 时 也 为 宣 纸 文 化 开 辟

了 新 的 展 示 窗 口 ，使 其 焕 发 出 新 的 生

机 和 活 力 。”该 民 宿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泾 县 还 积 极 打 造“宣 纸 ＋ ”文 旅 融

合 新 业 态 ，全 力 推 进 国 家 全 域 旅 游 示

范县创建，建成了中国宣纸博物馆、中

国 宣 纸 文 化 园 、红 星 宣 纸 生 产 技 艺 体

验园等一批新型文旅项目。

泾 县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局 长 丁 仕 海 表

示 ，泾 县 将 加 快 推 进 非 遗 与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做 大 做 强 宣 纸 产 业 生 态 圈 ，进

一 步 延 长 宣 纸 产 业 链 条 ，不 断 丰 富 宣

纸 体 验 功 能 ，满 足 不 同 文 化 旅 游 客 群

的 需 求 ，打 响 宣 纸 文 化 旅 游 品 牌 ，使

其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引 擎 和 强 劲

动力。

宣城丁家桥镇：千年宣纸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南京秦淮：让非遗“保护有抓手、利用有路径”

本报讯（高越）日前，“春满燕赵”

非 遗 会 客 厅 展 示 展 演 在 河 北 省 博 物

院 精 彩 亮 相 。 本 次 非 遗 活 动 创 新 表

现 形 式 ，在 静 态 展 览 基 础 上 ，突 出 活

态 展 示 展 演 ，增 加 情 景 式 、体 验 式 等

活动形式，提升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

年群体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

助力河北省非遗保护、传承和传播。

展 示 展 演 期 间 ，乐 亭 皮 影 戏 4 场

8 个 小 剧 目 连 台 上 演 ，妙 趣 横 生 。 游

客 和 市 民 在 现 场 还 可 以 体 验 传 统 手

工 艺 制 作 。 蔚 县 剪 纸 、乐 亭 皮 影 雕

刻 、武 强 木 版 年 画 、安 次 区 第 什 里 风

筝等 8 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齐聚会客

厅，打造了集学习、体验、娱乐、互动、

购物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空间。

本次展示展演标志着 2022 年“乐

享河北”非遗会客厅系列活动正式启

动。今年，“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将

利 用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 、国 际 劳 动

节 、国 庆 节 等 节 假 日 及 双 休 日 ，持 续

举办非遗技艺活态展示展演。

河北举办“春满燕赵”非遗会客厅展示展演活动

“国风有形——中国美术馆虎年

迎 春 民 间 美 术 精 品 展 ”近 日 开 展 。

作 为 中 国 美 术 馆“ 典 藏 活 化 ”系 列 展

之 一 ，本 次 展 览 突 出“ 虎 ”和“ 春 ”两

个 元 素 ，分 为“ 百 虎 闹 春 ”“ 春 风 化

剪 ”“ 春 和 景 明 ”“ 春 色 满 园 ”四 个 篇

章 ，引 领 观 众 在 感 受 喜 庆 祥 和 与 春

意 盎 然 的 同 时 ，感 悟 民 间 美 术 所 承

载 的 中 华 民 族 深 层 和 本 原 的 精 神 记

忆 。 本 次 展 览 将 持 续 至 3 月 23 日 。

图为展览现场。

本 报 记 者 张 玫/文 本 报 记 者

陈晨/摄

中国美术馆推出
虎 年 迎 春 民 间 美 术 精 品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