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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麦 草 画 为 载 体 ，一 棵 棵 小 麦 麦

秆 烙 烫“ 金 色 ”印 记 ；海 风 徐 徐 、海 浪

翻 涌 ，各 式 各 样 的 贝 雕 延 续 自 然 之

美；“剪纸铺平江，雁飞晕字双”，薄薄

的红纸裁剪出绝妙意境 ；长长的纸草

绕指尖，上挑下掐、编织缠绕，经纬之

间的传承，演绎着匠人们最美好的指

尖芳华……

麦 草 画 、剪 纸 、贝 雕 工 艺 品 、草 编

包等，这些“青岛手造”饱含着岛城人

民的汗水和智慧，每个物件都映射出

城 市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 近 年 来 ，“ 青

岛 手 造 ”产 业 逐 渐 形 成 了 产 业 规 模 ，

并建立起了良好的口碑和产业形象，

赢 得 了 群 众 广 泛 的 支 持 和 信 赖 。“ 青

岛手造”始终坚持把老手艺变成大产

业 ，与 旅 游 相 伴 相 生 ，在 传 承 中 不 断

进 步 ，在 创 新 中 不 断 发 展 ，为 市 场 经

济注入生命力和活力。

匠心打造 培育品牌企业

目 前 ，青 岛 市 有 市 级 以 上 非 遗 传

承 项 目 207 项 ，其 中 国 家 级 非 遗 16

项、省级非遗 74 项。这些非遗项目代

表着青岛市传统的海洋文化、农耕文

化 、民 俗 文 化 的 精 髓 ，展 示 着 青 岛 的

地域文化内涵和城市文化特色。

“ 青 岛 市 丰 富 的 民 俗 和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资源，为手造的创意发展提供

了 源 源 不 断 的 文 化 素 材 。 而 青 岛 市

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产业的

发展，也为手造产业提供了不竭的发

展 动 力 。”青 岛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非 物

质文化遗产处副处长冯耀东说。

2022 年 ，青 岛 市 通 过 市 场 调 查 ，

摸清了手造产业的现状。目前，青岛

市已初步建立“山东手造·青岛有礼”

手 造 资 源 库 ，确 定 平 度 草 编 、即 墨 花

边 、即 墨 黄 酒 、崂 山 绿 茶 、青 岛 贝 雕 、

青 岛 海 产 品 、发 制 品 、睫 毛 制 品 8 个

产 业 为“ 山 东 手 造 ”青 岛 重 点 培 育 产

业 ，14 家 企 业 进 入“ 山 东 手 造·优 选

100”目录。

据 悉 ，20 世 纪 60 年 代 之 前 ，青 岛

还没有贝雕工艺品。1960 年，当时的

青岛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研究人员，

开始研发贝雕项目，利用天然的鲍鱼

壳、珍珠母贝、夜光螺等几十种贝壳，

依势取形，吸收牙雕、玉雕、木雕和国

画等众家之长，结合螺钿镶嵌工艺特

点，试制成以中国画传统构图浮雕形

式 组 拼 的 山 水 、花 鸟 等 内 容 的 画 屏 ，

这 种 新 鲜 画 屏 一 经 问 世 便 引 起 轰

动。1962 年，青岛市工艺美术工业公

司专门成立青岛贝雕工艺品厂（青岛

贝 雕 工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前 身），在 全 国

率先规模化生产贝雕工艺产品。

青 岛 贝 雕 工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王 冰 介 绍 ：“ 青 岛 贝 雕 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就 是 有 代 表 性 的 旅 游 手 造 伴

手 礼 ，它 具 有 独 特 的 海 洋 特 色 ，已 远

销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外国人的

喜爱，是重要的创汇产品。”

政策引领 打造特色产业

2022 年 12 月，为推动青岛手造产

业 发 展 ，助 力 艺 术 城 市 建 设 ，青 岛 市

委 深 改 委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专 项 小 组 印

发了《青岛市扶持手造产业发展若干

措 施（试 行）》，围 绕 培 育 手 造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加 大 资 金 扶 持 力 度 、建 设 手

造展示展销平台载体、强化手造产业

发 展 基 础 支 撑 4 个 方 面 提 出 15 条 措

施 ，包 括 完 善 产 品 项 目 库 、加 强 手 造

产 品 研 发 、培 育 品 牌 手 造 企 业 、开 展

非 遗 工 坊 认 定 、鼓 励 对 外 出 口 交 流 、

建 设 非 遗 展 馆 、打 造 知 名 特 色 街 区 、

建 设 展 示 中 心 、开 展 技 能 培 训 、加 强

宣传推介等具体内容，特别在加大资

金扶持力度方面，每年安排规模不少

于 100 万元资金用于支持手造产业发

展。

青 岛 秦 汉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创始人、青岛麦草画第四代传承人

许加梓介绍：“近年来，政府加大力度

支 持 非 遗 产 业 的 发 展 。 在 政 策 利 好

的加持下，我们积极争取申请国家级

非遗项目，扩大麦草画的知名度。我

们 还 注 重 文 化 交 流 ，走 出 国 门 ，把 麦

草画推广到世界各国。最近，我参加

了‘ 遗 产 保 护 与 文 明 传 承 ’世 界 汉 学

讲坛，与来自 45 个国家的友人交流座

谈。现场，这些外国人对麦草画的工

艺 、技 术 产 生 了 浓 厚 的 兴 趣 ，纷 纷 购

买 麦 草 画 产 品 ，准 备 带 回 国 送 给 朋

友。”

“ 我 们 通 过 以 老 带 新 的 方 法 培 养

贝雕人才。目前，我们有非遗传承人

12 人 。 我 们 打 造 的 非 遗 展 馆 —— 青

岛 贝 雕 艺 术 馆 可 以 作 为 贝 雕 研 学 基

地 及 学 习 贝 雕 制 作 技 艺 的 场 所 。 馆

内 主 要 展 出 公 司 成 立 60 年 以 来 生 产

的贝雕工艺品，有七大类上千余个品

种，例如贝雕看盘、贝雕花瓶、贝雕挂

画 等 。 我 们 还 积 极 推 进 文 创 产 品 的

提 质 升 级 工 作 ，改 造 现 有 工 艺 流 程 ，

采 用 流 水 生 产 的 方 式 提 高 文 创 产 品

的生产率。”王冰说。

底蕴丰厚 促进融合发展

“ 崂 山 茶 因 崂 山 而 得 名 ，青 岛 万

里 江 茶 博 物 馆 是 我 国 北 方 第 一 家 以

崂 山 茶 为 主 题 的 博 物 馆 ，以 茶 叶 从

古 至 今 的 发 展 为 线 索 ，全 方 位 介 绍

了 崂 山 茶 的 历 史 、种 植 、加 工 、品 质

以 及 崂 山 当 地 气 候 、土 质 等 。 许 多

游 客 游 完 崂 山 后 都 会 来 此 歇 歇 脚 品

品 茶 。 每 逢 中 秋 节 、元 宵 节 等 ，博 物

馆 会 举 办 茶 会 、品 鉴 会 、唱 诗 会 等 特

色 节 庆 活 动 。 博 物 馆 每 年 还 会 择 期

举 办 炒 茶 大 赛 ，吸 引 2 万 多 游 客 参

加 。”青 岛 万 里 江 茶 业 有 限 公 司 设 计

总 监 张 俊 鹏 说 。

青 岛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相 关 负 责

人介绍，手造文化符合当下传统与时

尚结合的发展潮流，具有巨大的市场

需求和广阔的发展潜力，对于推动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 长 的 精 神 文 化 需 求 具 有 重 要 的 价

值。

2023 年 ，青 岛 市 将 全 面 落 实 手 造

产业扶持政策，培育壮大一批手造领

军 企 业 。 同 时 ，持 续 推 进 手 造 进 景

区、进商超、进文明实践中心等活动，

探索手造与历史城区保护更新、老城

区申遗、崂山传统文化保护发展示范

区 的 结 合 ，建 设 3 至 5 条 手 造 特 色 街

区，打造山东手造的品牌效应和集聚

效 应 。 青 岛 市 还 将 持 续 开 展 宣 传 和

引 导 ，扩 大 手 造 的 影 响 力 ，吸 引 全 社

会力量参与手造产业当中。

青 岛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手 造 产 业 在 推 动 文 化 与 旅

游 深 度 融 合 方 面 功 不 可 没 。 通 过 手

造 进 景 区 ，举 办 手 造 节 系 列 活 动 、手

造 市 集 等 方 式 ，打 造 非 遗 旅 游 路 线 ，

创 建 非 遗 旅 游 景 区 ，用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丰 富 旅 游 产 品 的 供 给 ，提 升 旅 游

的 文 化 内 涵 。 手 造 产 业 还 与 传 统 节

庆 相 结 合 ，通 过 与 春 节 、元 宵 节 、中

秋 节 等 重 要 传 统 佳 节 相 结 合 ，在 传

统 佳 节 中 植 入 适 宜 的 手 造 文 化 节 、

文 化 活 动 、非 遗 传 承 活 动 和 手 造 市

集 等 ，通 过 传 统 佳 节 扩 大 手 造 文 化

的 品 牌 影 响 力 ，也 通 过 手 造 文 化 进

一 步 刺 激 节 日 经 济 。

保 定 市 曲 阳 县 素 有 中 国“ 雕 刻 之

乡”的美誉，曲阳石雕于 2006 年被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最 近 ，曲 阳 宏 峰 雕 刻 非 遗 工 坊 的

负责人刘玉峰几乎每天都要下生产车

间 ，与 工 人 一 起 加 紧 赶 订 单 。“ 这 是 河

北鑫特园林建筑雕塑有限公司给我们

工 坊 的 600 万 元 的 急 单 。 订 单 产 品 包

括 人 物 石 雕 、铜 艺 浮 雕 ，需 要 50 天 内

交货。”刘玉峰说，“每逢河北鑫特园林

建 筑 雕 塑 有 限 公 司 遇 到 大 活 急 活 ，都

会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我。”自从与该公

司 达 成 合 作 后 ，他 的 家 庭 作 坊 逐 渐 发

展 成 一 家 雕 刻 公 司 ，年 营 业 额 达 3000

万 元 。 2020 年 ，刘 玉 峰 的 公 司 被 认 定

为非遗工坊。

“ 通 过 与 其 他 非 遗 工 坊 的 合 作 ，公

司 延 长 了 产 业 链 条 ，实 现 了 互 利 共

赢。”河北鑫特园林建筑雕塑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吴学儒说，如今与

他 们 合 作 的 能 工 巧 匠 有 80 多 人 ，包 括

两 家 非 遗 工 坊 ，每 年 分 发 的 工 程 量 达

3000 多万元。

河 北 鑫 特 园 林 建 筑 雕 塑 有 限 公 司

是 年 产 值 超 亿 元 的 国 内 雕 塑 旗 舰 企

业 。 据 悉 ，该 公 司 于 2022 年 被 认 定 为

“曲阳石雕非遗工坊”。近年来，该公司

一 直 开 展 校 企 合 作 ，培 训 500 余 人 次 ，

聘用雕塑大师 35 名，安排高校毕业生、

技工 370 名就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

及研培计划，承办曲阳石雕研培活动、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实训等活动；累

计投入资金 320 余万元助力乡村振兴、

产 业 振 兴 ，带 动 邸 村 镇 、晓 林 镇 8 个 行

政 村 共 811 户 脱 贫 户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稳

定增收；承担曲阳县邸村镇人力资源培

训工作，先后帮助百余名农民和经济困

难人口掌握雕刻技能，使其收入明显提

高……

“ 在 市 场 引 领 下 ，一 方 面 自 上 而

下，由龙头带动，一个个小作坊发展起

来；一方面自下而上，一些个人作坊发

展成了公司。这些公司就是非遗工坊

形成发展的基础。”曲阳县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斌介绍。

曲 阳 县 非 遗 资 源 丰 富 ，有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2 项 、省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5 项 、市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16

项 。 其 中 ，另 一 项 国 家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就是定瓷传统烧制技艺。

我国宋代有汝、官、哥、钧、定五大

名 窑 ，定 窑 是 五 大 名 窑 中 唯 一 烧 制 白

瓷 的 窑 场 ，其 窑 址 在 今 保 定 市 曲 阳 县

境 内 ，因 其 在 唐 、宋 时 期 隶 属 定 州 ，故

称“ 定 瓷 ”。 定 瓷 胎 质 洁 白 细 腻 ，釉 色

匀 净 ，薄 而 坚 硬 ，有“ 白 如 玉 、薄 如 纸 、

声如磬”的美誉。

曲 阳 县 灵 山 镇 岗 北 村 人 庞 永 克 生

于 陶 瓷 世 家 ，2020 年 被 评 为 保 定 市 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阳定瓷代表

性 传 承 人 ，现 为 曲 阳 县 永 克 定 瓷 坊 有

限公司艺术总监。

为 带 动 当 地 群 众 脱 贫 致 富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庞 永 克 教 徒 授 艺 ，培 养 出

200 多 名 定 瓷 专 业 人 才 。 庞 永 克 还 帮

助、指导他们创办自己的定窑作坊，为

他 们 创 业 及 脱 贫 致 富 创 造 了 良 好 条

件。庞永克曾参加过曲阳县政府部门

组 织 的 农 村 致 富 带 头 人 培 训 活 动 ，不

仅 增 强 了 其 开 展 课 徒 授 艺 、传 承 定 瓷

技艺、助力乡村振兴的决心，还开拓了

视 野 和 工 作 思 路 。 如 今 ，岗 北 村 有 定

瓷 作 坊 近 70 家 ，周 边 的 涧 磁 村 、韩 家

村 、灵 山 村 等 村 庄 也 在 大 力 发 展 陶 瓷

产业。

2020 年，庞永克创办的永克定瓷坊

被曲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评为“曲阳

县非遗工坊”。2021 年，庞永克被文化

和旅游部评为“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

据悉，自 2020 年开始，曲阳县大力

推 进 非 遗 工 坊 培 育 工 作 ，在 系 列 措 施

推 动 下 ，非 遗 工 坊 数 量 不 断 增 加 。 截

至目前，该县拥有石雕、定瓷等非遗工

坊 207 家，涉及 11 个乡镇 81 个行政村，

是河北省非遗工坊数量最多的县。同

时 ，曲 阳 县 还 组 织 了 17 家 非 遗 工 坊 与

脱 贫 群 众 建 立 长 期 利 益 联 结 机 制 ，帮

扶 73 个 村 近 3000 家 脱 贫 户 实 现 稳 定

增收，带动 1.6 万人就业。

龙头带动产业发展

□ 王凯东 高越

非遗工坊助力河北乡村振兴
□ 马林柠 本报记者 肖相波

亮了品牌 壮了产业
“青岛手造”牵手旅游——

衡 水 内 画 是 一 种 鼻 烟 壶 内 壁 绘 画

技 艺 ，主 要 分 布 在 衡 水 市 及 其 周 边 地

区，作为我国独有的民间工艺，被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衡 水 内 画 号 称 冀 派 ，与 京 派 有 着

密 切 的 联 系 ，其 创 始 人 王 习 三 是 京 派

老 艺 人 叶 仲 三 之 子 叶 晓 峰 、叶 奉 祺 的

第 一 位 外 姓 弟 子 。 20 世 纪 50 年 代 末 ，

王 习 三 熟 练 掌 握 了 京 城“ 叶 派 ”的 内

画 技 法 后 ，将 中 国 画 中 的 工 笔“ 撕 毛

法 ”引 入 鼻 烟 壶 内 画 。 他 自 创 了 冀 派

内 画 的 特 殊 工 具 金 属 杆 勾 毛 笔 ，即

“ 习 三 弯 勾 笔 ”，笔 杆 直 弯 ，可 随 意 改

变 方 向 。

衡 水 习 三 内 画 艺 术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王自勇说：“内画发展的基础是从业

人员整体水平的提升。提高内画人才

素质成为制约冀派内画未来发展的关

键。”

作 为 冀 派 内 画 的 排 头 雁 ，王 自 勇

的 父 亲 王 习 三 早 在 1996 年 就 依 托 公

司 ，成 立 了 衡 水 习 三 内 画 艺 术 培 训 学

校，由习三内画院的高级画师授课，培

养 内 画 人 才 。 此 外 ，在 培 养 传 人 的 同

时，冀派内画也探索了一条“以博物馆

促 进 非 遗 保 护 ”的 特 色 道 路 。 衡 水 习

三 内 画 艺 术 有 限 公 司 先 后 在 衡 水 、石

家 庄 、北 京 建 立 了 3 家 不 同 规 模 的 博

物 馆 ，免 费 对 公 众 开 放 ，宣 传 内 画 知

识 ，不 定 期 地 举 办 展 示 活 动 。 这 些 博

物 馆 也 成 为 展 销 一 体 的 艺 术 平 台 ，满

足 大 众 观 赏 、互 动 、体 验 、购 物 的 多 重

需求。

对 于 此 次 入 选“ 非 遗 工 坊 典 型 案

例 ”，王 自 勇 表 示 ，衡 水 内 画 非 遗 工 坊

将以此为契机，提升产品设计、创新营

销 思 路 、打 造 过 硬 品 牌 、拓 展 销 售 渠

道 ，为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全 面

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为 了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这 项 非 遗 ，

更 好 地 传 承 与 发 展 内 画 技 艺 ，衡 水 市

内画艺人宋云飞探索出了“互联网+内

画”的宣传模式，给这项传统文化注入

新 鲜 活 力 。 宋 云 飞 介 绍 ：“ 近 年 来 ，我

陆续在抖音、快手、脸书等网络平台发

布 教 学 及 艺 术 欣 赏 内 容 的 视 频 数 百

个，既让青年人了解这项冷门艺术，也

带动了不少农村艺术爱好者积极投身

创作中，并为贫困人群开出了一条‘艺

术脱贫’的路子。”

创 建 内 画 小 镇 、打 造 非 遗 工 坊 、带

动 就 业 增 收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 近 年

来 ，衡 水 饶 阳 县 依 托“ 内 画 小 镇 ”建 成

刘 晖 内 画 艺 术 院 、刘 晖 民 俗 园 两 个 乡

村 旅 游 特 色 点 ，召 回 流 失 的 艺 术 人 才

近百名，累计吸纳脱贫就业人员 300 多

人 ，带 动 78 户 脱 贫 户 人 均 年 收 入 从 原

来 的 7000 元 提 升 为 1.75 万 元 ，依 托 互

联 网 建 立 网 络 销 售 平 台 ，创 收 达 520.4

万元。

河 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处 处 长 王 蓉 蓉 说 ：“ 近 年 来 ，河 北

相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非遗助力乡村

振兴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河北

省共建设由各级文旅、人社、乡村振兴

部 门 认 定 的 非 遗 工 坊 572 家 ，设 立 了 8

个 省 级 传 统 工 艺 工 作 站 、10 个 省 级 非

遗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试 点 ，带 动 的 脱 贫 人

口数达到 43637 人，线上线下传统手工

技 能 培 训 每 年 约 14.7 万 人 次 ，建 立 了

超过 600 家网络店铺，不断增强非遗服

务社会发展的能力。非遗已成为带动

河 北 省 农 民 增 收 、拓 展 农 村 就 业 渠 道

的增长点。

坚持创新做好传承

黄 骅 面 花 诞 生 在 黄 骅 市 南 部 羊 二

庄 回 族 镇 一 带 ，距 今 已 有 200 年 的 历

史 。 黄 骅 市 文 化 馆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过

去黄骅北部土地贫瘠，小麦产量很低，

人 们 生 活 清 苦 。 每 逢 年 节 ，人 们 就 把

不多的小麦磨成面粉，蒸成寿桃、鲤鱼

等 面 花 送 给 亲 戚 朋 友 ，图 个 吉 利 。 这

样 久 而 久 之 形 成 了 一 种 风 俗 习 惯 ，加

之 面 花 相 比 馒 头 等 口 感 较 好 ，就 被 人

们 逐 渐 接 受 ，形 成 独 特 的 饮 食 文 化 。

但 由 于 面 花 制 作 费 时 费 力 ，“ 身 影 ”渐

渐 模 糊 。 为 了 保 护 这 项 饮 食 文 化 ，黄

骅面花在 2009 年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2020 年 ，河 北 帝 鉴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设 立 了 黄 骅 面 花 制 作 非 遗 工 坊 ，通 过

传 统 技 艺 研 究 、黄 骅 面 花 制 作 技 能 培

训、产品设计提升、展示展销能力培训

等 形 式 开 展 非 遗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

多 年 来 ，工 坊 招 工 一 直 秉 持 对 下 岗 人

员 和 残 疾 人 倾 斜 优 先 、待 遇 优 厚 的 原

则 ，先 后 安 置 下 岗 工 人 和 残 疾 人 50 余

人 就 业 ，助 残 70 余 人 ，为 100 多 位 困 难

人士提供就业岗位。

黄 骅 面 花 制 作 非 遗 工 坊 还 常 年 开

展“传统技艺进农村、进校园”等活动，

增加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认

知 ，更 为 黄 骅 面 花 技 艺 的 进 一 步 传 承

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 至 2021 年 年 底 ，工 坊 开 展 公 益

性 技 能 培 训 10 期 ，培 训 300 余 人 次 ，其

中 175 人 取 得 合 格 证 书 。 他 们 有 的 在

黄 骅 面 花 制 作 非 遗 工 坊 工 作 ，有 的 回

乡自主创业，创立了自己的面花品牌，

为面花行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作出了积

极贡献。

河 北 省 赞 皇 县 历 史 悠 久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原 村 土 布 纺 织 这 项 传 统 手 工

技 艺 在 这 里 完 整 地 传 承 了 下 来 。 2013

年 ，赞 皇 原 村 土 布 纺 织 技 艺 被 列 入 河

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 。 赞 皇 原 村 土 布 的 第 三 代 传 承 人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赞 皇 县 原 村 土 布 专 业

合作社理事长崔雪琴多年来致力于推

动土布产业的创新发展。

在 赞 皇 县 原 村 土 布 专 业 合 作 社

内 ，摆 放 着 农 家 织 布 机 和 各 式 手 工 花

布 ，几 位 织 娘 正 坐 在 那 里 纺 线 。 手 抚

散 发 着 棉 花 味 道 的 土 布 ，“ 家 家 纺 车

转，户户机杼声”的场景仿佛又重现眼

前。崔雪琴说：“我积极保护传承土布

纺 织 这 一 传 统 技 艺 ，带 领 村 里 的 姐 妹

们共同致富，这是我的责任。”

10 多年前，崔雪琴借款购置了 10 台

木纺车、5 台木织布机，带领 60 多名农村

中老年妇女建起全省第一家农村妇女

专 业 合 作 社—— 赞 皇 县 原 村 土 布 专 业

合作社，开始了土布扶贫的故事。

近 年 来 ，赞 皇 县 在 原 村 土 布 文 化

产 业 园 建 起 省 级 传 统 工 艺 工 作 站 ，在

刘 家 庄 、千 根 、曲 江 、东 白 草 坪 、杜 庄 5

个 村 建 设 了 5 个 非 遗 就 业 工 坊 ，负 责

纺织原村土布、加工原村土布产品、组

织 当 地 村 民 参 加 土 布 纺 织 技 能 培 训 、

安 排 村 民 在 工 坊 就 业 。 另 外 ，赞 皇 县

营 销 团 队 还 积 极 参 加 在 意 大 利 、法 国

以及中国深圳等举办的国内外大型展

销会，开启电商销售模式，让更多人了

解 赞 皇 原 村 土 布 纺 织 技 术 ，使 原 村 土

布有了国际范儿。

助力群众就业增收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乡

村 振 兴 局 公 布 了 66 个 2022 年“ 非 遗 工 坊 典 型 案 例 ”。 其

中，由河北省推荐申报的“定瓷烧制：让传统技艺成为致富

手 艺 ”“ 衡 水 内 画 ：走 出 传 统 工 艺 赋 能 乡 村 振 兴 的 新 路 子 ”

“赞皇土布：好手艺带领妇女就业增收”“曲阳石雕：雕刻就

业创业的幸福画卷”“黄骅面花：面花里的脱贫滋味”5 个典

型案例成功入选。

近年来，从“在提高中保护”到活态化传承，从“见人见

物见生活”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河北非遗保

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个个非遗工坊的实践案例，诠释

着传统文化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为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经验。

近 年 来 ，陕 西 榆 林 积 极 发 展“ 非 遗 +旅 游 ”，通

过 举 办 非 遗 市 集 等 活 动 ，不 仅 为 非 遗 传 承 人 和 民

俗 手 工 艺 人 搭 建 起 产 品 销 售 平 台 ，也 为 游 客 提 供

了 更 多 了 解 和 购 买 传 统 非 遗 产 品 的 渠 道 。 图 为 游

客近日在榆林的非遗市集选购非遗产品。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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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挑选草编包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供图

游客购买土布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