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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慧 文/摄

近 日 ，“ 全 面 小 康·非 遗 赋 彩 ”2021

年非遗过大年第四届湖南非遗新春博

览 会 在 湖 南 省 文 化 馆 落 幕 。 3 天 时 间

内 ，51 位 湖 南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

人 带 来 的 展 品 销 售 一 空 ，销 售 额 达 60

万 元 。 新 的 一 年 ，销 售 火 爆 的 非 遗 产

品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湖南文化

和旅游市场开了个好头。

进军电商领域

为 助 力 精 准 扶 贫 ，近 年 来 ，湖 南 省

不 断 推 动 非 遗 项 目 全 面 进 军 电 商 领

域。

第 四 届 湖 南 非 遗 新 春 博 览 会 首 次

采 用“ 主 播 陪 你 逛 非 遗 ”直 播 带 货 等

方 式 ，51 项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参 与 线 上

展 示 与 销 售 。 博 览 会 共 举 办“ 主 播 陪

你 逛 非 遗 ”直 播 带 货 6 场 ，其 中 ，君 山

银 针 茶 线 上 线 下 销 售 、合 作 洽 谈 份 额

近 16 万元。

2020 年 5 月 19 日 至 6 月 13 日 ，湖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阿里、拼多多、

京 东 、抖 音 等 电 商 平 台 ，围 绕“ 非 遗 传

承 健康生活”主题，举办“湖南非遗购

物节暨网红直播带货大赛”，开辟了湖

南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发 展 新 天 地 ，实 现 了

让人民群众在非遗购物体验中共同参

与 非 遗 保 护 、共 享 非 遗 保 护 成 果 的 目

标，活动带动非遗产品销售成交额超 6

千万元。

据 了 解 ，这 次 非 遗 购 物 节 结 束 后 ，

淘宝特色商家部对成功入驻湖南非遗

传承人淘宝店铺的，结合他们的特点，

联合淘宝拍卖、直播、众筹、优酷等，给

予 更 具 针 对 性 的 支 持 。 比 如 ，联 合 淘

宝 大 学 ，定 期 为 这 部 分 商 家 提 供 定 制

化 的 免 费 培 训 ，帮 助 他 们 提 升 店 铺 运

营能力。

首创“云上非遗馆”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人 民 群 众 对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传承、弘扬湖湘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营 造 良 好 的 非 遗 保 护

社 会 氛 围 ，结 合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常

态 化 实 际 ，湖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深 入

挖 掘 整 合 全 省 非 遗 资 源 ，突 破 地 理 空

间 限 制 ，在 全 国 首 创 纯 VR 实 物 空 间

“ 云 上 湖 南 非 遗 馆 ”，让 群 众 足 不 出 户

就能欣赏湖湘文化，感受非遗魅力。

“云 上 湖 南 非 遗 馆 ”是 一 家 基 于 云

计 算 技 术 的 非 遗 展 馆 ，采 用 三 维 虚 拟

现 实 、VR 技 术 将 线 下 展 会 送 达 云 端 ，

观众通过 PC 端、移动 WAP 端、微信端

3 大 端 口 进 馆 参 观 体 验 ，成 功 打 造 24

小时在线、365 天忠实守候的多维立体

文化空间。这还是个功能高度融合的

交互平台，集管理、展示、销售为一体，

与 京 东 湖 南 非 遗 商 城 云 上 互 通 ，一 展

一 销 ，相 辅 相 成 ，观 众 可 以 边 逛 边 看 ，

一键购买。

“ 云 上 湖 南 非 遗 馆 ”开 馆 之 际 ，湖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特 举 办“ 云 上 拾 遗

路，守护潇湘情”第四届湖南传统手工

艺网上博览会，近百个传统技艺、传统

医药、传统美食项目齐聚“云”上，彰显

湖南非遗的多姿多彩。

湖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非 遗 处 处 长

颜喜介绍，接下来，湖南将逐步完成传

统戏剧等更多类别的非遗项目上线入

馆 ；深 度 开 发 云 互 动 、云 直 播 功 能 ；引

入 5G 技 术 ，建 设 线 下 非 遗 VR 数 字 体

验基地；开展非遗研学，开发非遗文创

产 品 ，将“ 云 上 湖 南 非 遗 馆 ”打 造 成 湖

湘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高地。

打造湖南实践

近 年 来 ，湖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以

非 遗 扶 贫 工 坊 建 设 为 主 要 抓 手 ，创 新

探 索“ 非 遗 ＋ 扶 贫 ”模 式 ，创 建 了 融 入

当 代 审 美 的 非 遗 品 牌 ，搭 建 了 扶 贫 产

品 通 往 市 场 的 平 台 ，形 成 了 新 的 就 业

创收增长极，带动贫困地区就业增收、

助力精准扶贫、振兴传统工艺。

截 至 2020 年 上 半 年 ，全 省 51 个 已

摘 帽 贫 困 县 设 立 非 遗 扶 贫 就 业 工 坊

152 家 ，参 与 人 群 12.9 万 人 ，带 动 建 档

立 卡 户 7.2 万 人 在 家 门 口 就 业 ，助 力

6.8 万人脱贫。

2016 年 3 月，湘西传统工艺工作站

成 立 ，这 是 全 国 第 二 家 传 统 工 艺 工 作

站，以苗绣、苗族服饰两个列入国家传

统工艺振兴名录项目为基础，串起“公

司 + 非 遗 传 承 人 + 从 业 者 ”的 完 整 链

条，同时，联合七绣坊、金毕果、山谷居

民 等 多 家 企 业 ，推 出 一 系 列 注 入 湘 西

元 素 的 民 族 文 化 品 牌 ，让 更 多 当 地 人

受 益 。 据 悉 ，“ 七 绣 坊 ”联 系 帮 扶 的 个

体 户 年 收 入 可 达 10 万 余 元 ，解 决 了

160 余名农村妇女就业，人均月收入达

2000 余元。

四 年 来 ，湘 西 传 统 工 艺 工 作 站 将

建 站 重 心 放 在“ 非 遗 + 扶 贫 ”上 ，提 出

并实施了“让妈妈回家”计划，共挂牌 6

个“让妈妈回家”基地、2 个传统工艺振

兴 示 范 企 业 ，举 办 技 能 培 训 100 余 期 ，

培 训 绣 娘 8000 余 人 ，创 造 就 业 岗 位 近

4000 个 ，直 接 带 动 相 关 人 员 人 均 年 增

收 5000 元以上。现驻站单位北京首创

集团还组织传承人与设计师对话开展

帮 扶 活 动 ，并 在 北 京 咏 园 设 立 湘 西 非

遗 产 品 展 示 区 ，成 为 湖 南 非 遗 常 设 首

都的重要窗口。

湖 南 省 花 垣 县 十 八 洞 村 注 册 了

“ 绣 色 十 八 洞 ”苗 绣 品 牌 ，其 产 品 作 为

中 国 中 车 集 团 涉 外 礼 品 连 续 签 订 了 5

年 50 万元的订单。桃源县明辉公司专

注 桃 源 刺 绣 ，拥 有 6 处 传 习 基 地 ，开 发

了 3 类 60 多 个 产 品 ，年 产 27000 多 件

（套），产值近千万元。2015 年以来，明

辉公司累计培训 1200 多人次，带动 100

多名贫困户脱贫。

通 道 侗 族 自 治 县 与 广 州 、深 圳 文

创 企 业 合 作 ，以 侗 族 文 化 元 素 为 基 础

创 立“ 萨 岁 文 化 ”品 牌 ，开 发 产 品 20 个

系 列 100 多 个 品 种 ，在 多 个 景 区 开 设

非 遗 文 创 产 品 店 ，年 销 售 5000 余 万

元 ，带 动 当 地 侗 锦 织 造 、芦 笙 制 作 技

艺 、银 饰 锻 造 技 艺 等 非 遗 传 承 人 群 脱

贫 致 富 。

湖 南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中 心

主 任 叶 伟 平 表 示 ，湖 南 非 遗 保 护 工 作

将继续服务大局、提高传承能力、改善

传承环境、提升传承水平，丰富完善湖

湘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体 系 ，推 动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生 活 相 融 相 通 ，实 现

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

湖 南 非 遗 展 现 出 永 久 魅 力 和 时 代 风

采。

□ 罗赟鹏 记者 张陇堂

在 中 华 戏 曲 百 花 苑 中 ，有 一 支 流

行 于 陇 原 大 地 的 戏 曲 艺 术 —— 陇 剧 ，

以 其 曲 调 流 畅 、节 奏 明 快 、近 似 说 唱 ，

但 又 韵 味 浓 厚 、富 有 地 方 色 彩 的 特

点，成为甘肃地方曲艺的代表。

陇 剧 原 名 陇 东 道 情 ，在 60 多 年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中 ，不 断 契 合 时 代 发 展

浪 潮 ，用 其 特 色 魅 力 向 公 众 传 播 甘 肃

文 化 、讲 活 甘 肃 故 事 。 同 时 ，甘 肃 省

陇 剧 人 不 断 创 新 方 式 ，既 让 陇 剧 向 剧

场“ 外 ”走 出 去 ，扩 大 陇 剧 受 众 市 场 ，

又 让 陇 剧 散 发“ 内 ”向 吸 引 力 ，把 更

多 的 观 众“ 请 ”进 剧 场 ，感 受 陇 剧 魅

力 。

原创剧目丰富戏剧舞台

1959 年 ，陇 剧 开 山 之 作《枫 洛 池》

赴 北 京 参 加 国 庆 十 周 年 献 礼 演 出 ，45

天演出 22 场，让“陇剧”名动京城。《枫

洛 池》进 京 演 出 载 誉 归 来 后 ，当 时 的

甘 肃 省 委 主 要 领 导 提 议 将 道 情 戏 改

为“ 陇 剧 ”，甘 肃 从 此 有 了 独 有 的 地 方

代 表 剧 种“ 陇 剧 ”，甘 肃 省 陇 剧 团

（2002 年 更 名 为 甘 肃 省 陇 剧 院）也 应

运而生。

多 年 来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坚 持 以 创

作 优 质 内 容 为 目 标 ，坚 持“ 出 人 出 戏 ”

的 原 则 ，创 作 出 一 大 批 百 姓 喜 闻 乐 见

的 优 秀 剧 目 ，如《枫 洛 池》《旌 表 记》

《官鹅情歌》《苦乐村官》等。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院 长 王 存 说 ：“ 剧

团 非 常 注 重 陇 剧 剧 目 的 创 作 ，平 均 每

两 年 左 右 就 会 打 造 一 台 原 创 剧 目 。

一 批 批 原 创 剧 作 的 创 作 极 大 丰 富 了

甘肃的戏剧舞台。”

从 陇 剧 开 山 之 作《枫 洛 池》之 后 ，

陇 剧 的 大 型 创 作 剧 目 一 出 接 一 出 。

其 中 ，《官 鹅 情 歌》采 用 本 土 剧 种 、本

土 作 家 、本 土 题 材 、本 土 演 员 ，成 为 陇

剧的又一经典之作。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演 员 团 副 团 长 、国

家 一 级 演 员 窦 凤 霞 介 绍 ，陇 剧 的 创 作

不 仅 接 地 气 ，而 且 有 好 些 剧 目 都 彰 显

了 文 化 和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的 时 代 内

涵 。“《官 鹅 情 歌》讲 述 了 氐 族 青 年 官

珠 与 羌 族 姑 娘 鹅 嫚 以 爱 情 化 解 仇 恨 、

为 和 平 不 惜 献 身 ，从 而 感 化 两 个 民 族

和 睦 相 处 的 故 事 。 在 舞 台 表 演 中 ，富

有 民 族 特 色 的 服 饰 和 音 乐 将 观 众 带

到 故 事 发 生 之 地 陇 南 ，引 发 观 众 的 无

限 遐 想 。 随 着《官 鹅 情 歌》的 大 获 成

功 和 对 外 演 出 ，吸 引 了 不 少 观 众 走 进

甘 肃 省 陇 南 市 宕 昌 县 4A 级 旅 游 景 区

官 鹅 沟 欣 赏 那 里 的 山 水 景 色 ，感 受 故

事中的民族特色风情。”窦凤霞说。

用表演征服观众

甘肃省陇剧院不仅在戏剧内容创

作 方 面 下 功 夫 ，而 且 严 格 要 求 演 员 磨

炼 功 夫 、精 炼 技 艺 ，以 拿 得 出 手 的 戏

剧 表 演 演 好 每 个 角 色 ，用 鲜 活 的 表 演

征服观众。

每 天 早 上 ，在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的 练

功 房 里 演 员 们 压 腿 、对 戏 、吊 嗓 ，好 不

热 闹 。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青 年 演 员 、国 家

二 级 演 员 赵 丹 说 ：“ 从 进 团 以 来 ，我 每

天 都 做 基 本 功 练 习 。 在 专 业 表 演 上 ，

前 辈 们 以 身 作 则 ，通 过 躬 亲 示 范 将 自

己 对 戏 剧 角 色 理 解 、唱 腔 技 法 等 传 授

给 年 轻 演 员 ，然 后 我 们 又 通 过 不 断 的

排 练 和 演 出 进 行 总 结 、体 会 ，提 升 表

演水平。”

近 年 来 ，为 吸 引 更 多 的 观 众 走 进

剧 场 欣 赏 陇 剧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对 剧 院

进 行 升 级 改 造 。“ 原 先 陇 剧 院 的 基 础

条 件 特 别 差 ，排 练 厅 的 设 施 不 太 好 ，

老 演 员 们 就 是 在 这 种 环 境 中 创 出 一

部 部 优 秀 的 陇 剧 剧 目 。 现 今 ，我 们 对

剧 院 进 行 了 全 面 改 造 ，不 仅 给 演 员 提

供 了 一 个 好 的 排 练 环 境 ，而 且 对 剧 院

演 出 舞 台 的 音 效 、装 饰 等 进 行 升 级 ，

给 观 众 提 供 一 个 好 的 欣 赏 环 境 。”王

存说。

甘肃省陇剧院还院利用百姓戏曲

剧 场 ，依 托 独 有 的 地 域 文 化 优 势 ，向

观 众 开 放 了 图 片 、实 物 、剧 目 一 体 化

展 示 的 陇 剧 展 览 馆 ，通 过 打 造 精 品 剧

目 、周 末 有 戏 看 及 重 要 节 假 日 驻 场 演

出等方式，让更多观众走进剧院。

向剧场“外”走出去

陇 剧 从 登 上 舞 台 以 来 ，就 积 极 走

出 剧 场 ，让 更 多 群 体 能 够 欣 赏 陇 剧 ，

感 受 陇 剧 魅 力 。 据 了 解 ，经 典 陇 剧

《官 鹅 情 歌》不 仅 能 在 各 大 剧 院 里 演

出 ，更 是 在 靖 远 煤 矿 、会 宁 县 河 畔 乡

等 地 搭 台 唱 戏 ，为 基 层 百 姓 送 去 艺 术

大餐。

近 年 来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通 过 参 与

省 级 政 府 购 买“ 陇 原 红 色 文 艺 轻 骑

兵 ”公 益 演 出 活 动 ，将 经 典 戏 曲 选 段

唱 给 庆 阳 、定 西 等 多 个 地 方 的 百 姓 。

窦 凤 霞 说 ：“2018 年 夏 天 ，我 带 着 一 个

30 多 人 的 小 分 队 走 村 串 户 ，在 学 校 、

村 广 场 表 演 。 在 庆 阳 市 宁 县 的 一 所

中学里 ，操场上有 1000 多名学生听我

们 演 唱 ，给 他 们 的 心 中 种 下 了 一 棵 了

解 传 统 文 化 、传 统 戏 曲 的 种 子 。”2020

年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还 参 加 了“ 春 绿 陇

原 ”系 列 活 动 ，深 入 甘 肃 省 十 四 个 地

州市演出。

据 悉 ，陇 剧 已 排 演 大 小 剧 目 200

多 台（出），不 仅 在 省 外 演 出 ，还 走 出

国 门 ，到 卡 塔 尔 、埃 及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展 示 甘 肃 风 土 人 情 。 2006 年 ，陇 剧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列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2013 年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成 为 全 国 39 个 全 国 重 点 演 出 院

团之一。

岁 末 年 初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迎 来 了

两 件 喜 事 。 一 是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与 兰

州 文 理 学 院 签 署 战 略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

双 方 就 联 合 共 建 实 践 教 学 基 地 、戏 曲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与 建 设 、教 学 改 革 、师

资 共 享 、共 同 开 展 舞 台 剧 目 创 作 和 排

演 推 广 等 事 宜 达 成 合 作 协 议 。 王 存

说 ：“ 本 次 合 作 将 进 一 步 落 实 双 方 院

校‘ 专 业 共 建 、师 资 共 享 、人 才 共 育 、

剧 目 共 创 、协 同 发 展 ’的 协 同 机 制 和

发 展 目 标 ，共 同 为 促 进 甘 肃 戏 曲 文 化

的传承、保护、弘扬 ，作出有益探索 。”

二 是 甘 肃 省 陇 剧 院 召 开 了 陇 剧《大 禹

治 水》剧 本 研 讨 会 。 参 会 专 家 提 出 要

将 这 部 陇 剧 打 造 成 一 部 思 想 精 深 、艺

术 精 湛 、制 作 精 良 的 反 映 黄 河 文 化 的

精品剧目。

目 前 ，该 剧 前 期 工 作 和 主 创 人 员

均 已 准 备 就 绪 ，主 创 团 队 多 次 赴 积 石

山 采 风 ，多 方 查 证 大 禹 传 说 的 史 料 记

载 ，已 七 次 打 磨 修 改 剧 本 。 期 待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大 禹 治 水》能 够 成 为 又 一

部经典陇剧。

湖南：非遗在传承中散发时代魅力

走出去请进来 陇剧再现辉煌

沙坪湘绣的绣娘们在绣花

陇剧《枫洛池》剧照 甘肃陇剧院供图

进军电商 云上展销 带动脱贫

借势“双循环”扬优势、固根基，谋创新、兴业态、促发展 凝聚文旅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
通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蒋杰：

吉林省通化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是高句丽等文化的发源地。生态

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山中有城，城

中有水，山城相融，山水相依。有中国

“中药之乡”“葡萄酒之乡”“人参之乡”

“优质大米之乡”“松花砚之乡”“滑雪之

乡”的美誉。

巡礼“十三五”发展成就，谋篇布局

“十四五”。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进程中，通化趁势而上，奋力迈出追赶

超越的坚实步伐，努力实现“十四五”再

创造、再突破、再成就。

非凡“十三五”夯实创新根基

回眸五年，通化文化和旅游事业成

绩斐然。“十三五”以来，通化市文化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科学定位文化和旅游

发展方向，以文雅民、以旅富民，用文化

和旅游创新创造引领文化和旅游融合

高质量发展。

通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

组书记、局长蒋杰表示，“十三五”期间，

通化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在融合中创新、

在创新中突破。

5年来，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稳步推

进。长白山民俗博物馆、通化市科技文

化中心、通化市图书馆建成开放。“悦空

间”项目获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项目。通化滑雪示范新城及配套

工程旅游服务中心暨滑雪博物馆等 10个

文化和旅游项目全部完成主体工程。

5 年 来 ，文 化 艺 术 精 品 不 断 涌 现 。

创作排演《回家·宝贝》《白山红雪》等大

型精品剧目。《回家·宝贝》荣获第十五

届中国人口文化奖。

5 年 来 ，文 化 和 旅 游 产 业 创 新 推

进。编制完成《通化市旅游优化发展专

项规划》《通化市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

示范区发展规划》；入选首批 15 家国家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入围

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荣

获“最美中国旅游城市”和中国魅力城

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晋级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5 年 来 ，文 化 遗 产 工 作 成 效 显 著 。

承办了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吉林省主场城市活动；自安山城考古遗

址公园被评为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

园；3 处遗址申报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 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奋进“十四五”展现新作为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通化

市在推动文化和旅游业上，将全面落实

中央和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暨疫情防

控专题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以“旅游产

业振兴行动”为重点，统筹疫情防控和

旅游产业发展，以建设东北东部旅游集

聚地为目标，以红色、冰雪、生态旅游为

特色，通过全域旅游“聚链”、特色资源

“强链”、宣传推广“扩链”，积极融入长

通白延吉长避暑冰雪生态旅游大环线，

通过壮大康养游，提速冰雪游，培育红

色游，发展乡村游，打造红色之旅、康养

之都、滑雪之乡，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为通化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

文 化 凝 聚 力 、精 神 推 动 力 和 消 费 拉 动

力，为“十四五”吹响新征程嘹亮号角。

展望“十四五”，文化和旅游事业谋

划站位高远。通化市将围绕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

市 、国 家 级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区 的 战 略 定

位，着力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着力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

化自觉，全面提升通化市文化和旅游事

业发展软实力。

“我们通过‘四化’举措，为通化市

‘十四五’时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描

绘宏伟蓝图。”蒋杰强调，“四化”即智化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推进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深化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强化文旅消费市场转型升级，推进

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活

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进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创建。力争到“十四五”末，

通化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全

域旅游发展要素更加完善，文化和旅游

消费环境更加优化，文化遗产传承作用

更加凸显。

通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将

借势“双循环”，进一步扬优势、固根基，

谋创新、兴业态、促发展，凝聚起文化和

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薇语/文 通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