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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非遗+旅游”文化乡村展魅力

□□ 涂林念 文/图

“云上丹寨，非遗之乡”名副其实。贵州省丹
寨县拥有7项国家级、24项省级、100余项州县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中国蜡染艺术之乡”

“中国鸟笼之乡”“中国古法造纸之乡”。近年来，
这里兴起了体验游、研学游等非遗旅游新模式，

“看风景”与“玩非遗”“品文化”相结合，备受游客
青睐，助推了丹寨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体验游，游客添趣群众增收

蜡染大约起源于秦汉时期，古称“蜡缬”，与
纹缬、夹缬一起被视为中国古代染缬工艺的三
种基本类型。不同地域、民族的印染风格各异，
依防染剂的不同，贵州主要有蜡染、枫香染等。
丹寨是苗族蜡染技艺申报地，主要流行蜡染。
2006年 5月，苗族蜡染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

扬武镇基加村90后苗族姑娘张义苹，自小
跟着母亲张秀芬学习蜡染，热爱绘画的她在点
蜡方面格外有天赋，做出的蜡染产品总是能让
人眼前一亮。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苗族群众制作的蜡
染多是自用。即便掌握精湛的蜡染技艺，年轻
的姑娘们也没有把蜡染作为立身之本，而是大
多选择外出打工谋生，张义苹也如此。

随着丹寨旅游产业的发展，来丹寨旅游的
人越来越多，游客们看到了蜡染，爱上了蜡染，
喜欢上了这门有着 2500年历史的技艺。人气
的提升，让苗家人看到了商机。2014年，张秀
芬和几名妇女一起在基加村成立了蜡染合作
社，开山门，迎贵客。

就业不用去远方，有了出路，谁还愿意背井
离乡？张义苹毅然回到家乡和母亲一起创业，
成立了蜡染工坊。2015年，她把蜡染工坊从偏
远的基加村搬到了离县城较近的旅游景点卡拉
村。今年 6月，她再次把工坊搬迁到了卡拉旅
游广场，规模从 100平方米扩大到了 1000多平
方米，带动当地100多名妇女脱贫。

张义苹说，工坊的发展离不开“体验”。到卡
拉后，联系张义苹前来体验蜡染技艺的旅行社越
来越多。张义苹回忆，最多的一天来了500人。

体验区在工坊一楼，宽敞明亮的房间、长长
的桌子，画娘在旁提供技术指导，游客能舒适、
顺利地完成蜡染作品。张义苹说，现在的场地
可以同时接待 200多人。她估算，大约有三成
收入来自体验。体验还能带动产品的销售。游

客通过参观、体验增加了对蜡染的了解，通常会
购买一些产品带走。张义苹说，“体验”是一个
温情的环节，很多游客在做体验时，总会想起家
中没有一同前来的亲人，想要给他们带一幅自
己画的作品回家。

而同样的温情，也常常发生在丹寨华阳茶
业推出的体验项目中。

2017年，华阳茶业在丹寨万达小镇开业之
初即入驻，茶馆门口的两口炒茶铁锅总能吸引
很多游客。游客可以到茶园采茶，也可以到店
里亲手做茶，这样的模式备受欢迎。

在华阳茶业总经理杨梅的印象里，一家人
一起上山采茶、做茶的画面最让她感到温暖。
父母带着孩子，情侣相执携手的比较多，很多人
在体验中增进了感情，拉近了距离。

杨梅介绍，体验能增进游客对制茶工艺的
了解，增强对“品茶”的兴趣，从而带动茶叶的销
售。杨梅说：“2020年，华阳茶业的茶叶销售量
比去年将近翻了一番。”

研学游，寓教于乐让非遗走得更远

非遗项目众多的丹寨还受到了诸多研学团
队的青睐。

今年10月，丹寨宁航蜡染有限公司举办的
研习班开班，来自广西、云南、广东等地共50名
学员在这里学习了半个月。学员们吃住在宁
航，从认识纹样开始学起，到点蜡技巧、制作蓝
靛、染布、去蜡、定色……课程主要为实操。画
娘们兼任“老师”，把她们几十年的经验倾囊教
授给学员。画娘杨乃金说：“认真学完这半个
月，他们就能独立完成蜡染的全部工序了。”宁
航蜡染公司董事长宁曼丽介绍，2019年到宁航
参加研学和培训的人员有1.8万余人。

卡拉鸟笼合作社也常常迎来研习的团队，
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更多的是小学生。鸟笼制
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秋为大家授课，从分享鸟
笼与卡拉的故事，到亲手示范削笼丝、做手把，
再到指导学生们上手做，一次研习通常要三四
个小时。有的孩子为这门手艺所吸引，还会请
老师“开小灶”，做一些工艺复杂的鸟笼。

看到大家喜欢学习鸟笼制作技艺，王秋很
开心：“起码不用担心这门手艺会失传，同时我
们村里也能增加不少收入。”

丹寨万达小镇里的“纸会唱歌”小院也备受
研学者的欢迎，这里教授古法造纸制作技艺。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潘玉华给大家介绍古法造纸
的流程和工艺，有趣的讲解，生动的语言，大大

提升了学员对古法造纸的兴趣。
热爱研究的潘玉华总喜欢搞一些与古法造

纸相关的“小发明”。传统的造纸需要晾晒后成
型，不能当场带走，潘玉华改装了一个“干纸
机”，能让纸张在一分钟内干透，研学者能带着
自己的作品心满意足地离开，也节省了邮寄
费。今年，潘玉华又研究出了会发光的纸。

村寨游，亲近非遗让旅行更有意义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中国人的智慧。丹寨
住着苗族、水族、汉族等各族群众，千百年来，他们
纺布织衣，点蜡为画，能歌善舞，住着吊脚楼，跳着
锦鸡舞，扬着竹芦笙，喝着红酸汤……他们在大山
深处用独特的方式延续着生命和历史。他们的服
饰是非遗，他们的房屋是景色，群山起伏，云雾缭
绕……美丽的丹寨，曾躲在深闺人未识。

而现在，道路通村了，旅游发展了，到寨子
里旅游的人多了，群众的眼界也开阔了。“蜡染
之乡”排莫村村民张世秀成立了蜡染合作社，开
通了互联网，把房屋改成了民宿，用微信接订
单、接旅游团队，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排莫村海拔相对较高，常年云雾缭绕，空气
清新，风景优美，蜡染技艺更是名扬中外。尽管
村寨离县城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常有游客到
村里旅游、吃农家菜，购买蜡染产品。

张世秀家没有菜单，不是服务意识不强，而
是为了应时而为，只做应季的菜肴。山东游客陈

硕喝了一碗丹寨本地以辣椒为原料制作的酸汤，
咂吧着嘴：“有一点点辣，但很新鲜，以前没有喝
过。旅游就是为了体验新奇的事物。”离开时，陈
硕还买了几张蜡染桌旗，要带回去送给朋友。

与排莫一样深受游客喜欢的村寨还有石桥
村，这里以古法造纸闻名。村民用构树皮作为
主要原料生产纸张，被称之为“皮纸”。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兴武 18岁开始跟着
父亲学习造纸技艺，如今已掌握 160多种纸张
的做法。自己办起了合作社，还被选为石桥村
的村支书。

石桥村里的“纸街”保留了原始的样子，陈
旧的木楼建在纸街两边，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村
民们把一楼改成店铺，摆放一些与皮纸有关的
产品，放上体验纸张所使用的工具。有人要来
购买产品或做体验时，村民就放下手中的营生
前来接待。没有游客的时候，他们照旧过着自
己的日子，农忙种地，农闲造纸。

北京游客刘丹带着爱人一起到丹寨游玩，
原计划半天的行程，足足延长到两天，体验了蜡
染、制作了鸟笼，还到石桥学习了古法造纸，每
到一处，能体验、能学习的旅游模式让刘丹感到
很开心：“没想到丹寨的旅游设施这么好，吃住
都很舒心。各种体验让我们在旅行中有了更多
参与感，与当地有了更多的连接，亲手制作的作
品带回家也让这趟旅行的记忆有了载体。”刘丹
说丹寨之行特别有意义。

体验游、研学游、村寨游等非遗旅游新模式，将“看风景”与“玩非遗”“品文化”相结合，备受游客青
睐，助推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贵州丹寨：非遗之乡的文旅融合之路

排莫村村民晾晒蜡染布。

□□ 叶辉 本报记者 王小川 文/图

老戏台、青石板、金刚塔……在云南省昆明
市官渡区，古色古香的官渡古镇吸引着全国游
客。走在古镇长长的石板路上，滇派内画、云子、
乌铜走银、民间刺绣……游客们在赏游途中感受
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美。近年来，官渡区通过非
遗与旅游、研学等结合的方式，推动非遗融入现
代生活，为传统非遗寻找到了新“活”法。

坐落于官渡古镇的云子棋院，生产车间里，
1200多摄氏度高温的窑炉旁，两名工人熟练地用
长勺舀起融化的原料液体，逐个滴在细长的铁制
模具上，然后经过压制、打磨、筛选、清洗、晾晒等
11道手工生产工序，一个个晶莹通透，乌黑透碧
的云子就制作出来。

棋院负责人介绍，如今的云子棋院不仅是
一家集设计、制作、展示、销售的多元化企业，还

承担起青少年研学的新任务。在棋院的二楼，
10 多个教室传出老师讲课及学生落子的声音。
在初级班，12个年龄在 5岁至 6岁的小朋友在认
真地听老师讲解，“天元”“高目”“中腹”……这
些在普通人看来天马行空的词汇，早已烂熟在
小朋友的心中。5岁的杨梓然学棋已有一年，和
其他小朋友看动漫、踢球不同，下棋成了他闲暇
时间的最爱。“我觉得学棋很有意思，有各种各
样的变化，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参加比赛。”杨
梓然笑着说。

非遗只有“活”起来，才能真正传下去。从
2011年开始，官渡区主导创办了“中国（昆明）官
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截至今年，联展已
成功举办10届，吸引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
200余个非遗项目在官渡古镇参展，参加现场展
示的各级传承人 500 余人，展会现场交易额达
400余万元，大批游客到古镇参观、旅游。官渡古镇云子棋院中的云子制作技艺。

云南昆明官渡区：传统非遗找到新“活”法

□□ 王猛 本报记者 申相磊

“没有想到还能用上这样的高科技‘参观’南
湖革命纪念馆。”近日，山东省宁津县大曹镇野竹
李村 67岁的老党员梁希智用VR眼镜观看了《南
湖革命纪念馆》红色纪录片后高兴地说，“真跟到
纪念馆去参观了一样。”

据介绍，VR党建宣教系统是宁津县为方便全
县广大党员干部接受红色教育而配备的。该系统

共收录《南湖革命纪念馆》《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等红色记忆视频26部，配备VR眼镜26套，党员干
部足不出户就能“走”到全国各地接受红色教育。
梁希智所在的野竹李村距离宁津县城30多公里，
是宁津县最偏僻的村之一。“理论宣讲全覆盖是我
们的目标，再远的村也不能落下。”宁津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范淑香说，“这种学习形式对于那些出
不了远门的年老体弱党员来说特别方便。”截至目
前，全县已有5000余人次党员干部通过VR系统观

看了红色教育片，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县之一，宁津

县按照打通基层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的要求，
抓实基层理论宣讲，从宣讲队伍的建立、宣讲活动
的安排到经费保障都做了详细规划，宁津县吸收
各乡镇（街道办）、县直各部门单位40业务骨干和
28名百姓宣讲员组建了 68人的“党旗飘扬”志愿
服务队，把党的政策理论、典型故事案例、优秀传
统文化送到基层农村、企业、学校，打造“宁津宣

讲”志愿服务品牌。
为真正把群众需要的政策理论送到家门口，宁

津县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两个中
心”建设有机融合，投资30万元在“智慧宁津”手机
客户端上开发建立了宁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系统。该系统开设了“菜单式”志愿服务模块，
将志愿服务分队的服务内容纳入“菜单”，供党员、
群众线上浏览和“点单”，服务队“接单”后，根据“点
单”需求制定具体方案，开展线下实践活动。活动
结束后，群众可通过“评单”功能为这次宣动打分、
提出意见建议，助力活动项目提升改进。

为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宁津
县先后开展了“送戏曲进校园”“红色故事宣讲”

“我身边的典型”等多种理论政策宣讲活动共计
860余场次，受众近4万人次。

网上点单 送“课”上门
——山东宁津创新开展基层宣讲活动

北京阅读季:十年相伴 阅动京城

12月8日，第十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在北京市
朝阳区文化馆举办。当天的阅读盛典回顾了北京全民阅读的发
展历程，举行了北京全民阅读总结提升大会，为北京阅读季2020
年度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书香家庭、书香社区、书香企业、书香
机关颁发了奖牌。北京市今年举办各类阅读活动3万余场，影响
和覆盖人群达2000万人次以上，提前实现每万人拥有0.8个书店
目标，2020年北京阅读季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

十年相伴，阅动京城。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先后推出
了百姓读书大讲堂、书香童年、书香北京系列评选、“阅读+
我”计划、阅读盛典等品牌活动，打造成首都一张亮丽的文
化新名片。 本报记者 程天赐

“我和妈妈学科学”公益活动
让乡村妇女儿童共读乐享科普短文

亲子共读科普短文，收获亲情与知识。由中国科协科普
部主办的“我和妈妈学科学”公益科普活动自今年 10月开启
至今，已有来自 7个省、自治区的 200余所学校的孩子们参与
到“我和妈妈学科学”公益科普活动中，5万多名学生参与、提
交优秀短视频作品7000余部，网络平台传播点击量突破8000
万人次，在乡村妇女儿童中形成乐享公益科普活动的热潮。

“我和妈妈学科学”公益科普活动，以提升农村妇女科学
素养、满足她们日常生产生活需求为目标，定制了数千篇适合
农村小学生和母亲一起朗读的科普短文。该活动在抖音、快
手、微博均开设了主题页面和同名话题活动，动员全国乡村地
区的妇女儿童共同录制科普阅读短视频，并自主上传到以上
平台。短视频中，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朗读者在传播科学知
识的同时，也展示了家乡的风貌。 本报记者 李丽颖

“旅游+”拓宽苗乡瑶寨致富路

古朴苗寨、山歌油茶、人文荟萃、游客纷至沓来……近年
来，广西资源县通过“旅游+”模式，让苗乡瑶寨群众依托乡村
旅游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带动周边劳动力就业及民宿、餐饮等
产业发展。该县旅游业在脱贫攻坚中的贡献率令人瞩目。

“村里凭借山水景观和红色文化发展旅游，我和姐妹们一
起唱着苗歌打着油茶，招待来体验红色文化的游客，高高兴兴
就增加了收入。”两水苗族乡塘洞村妇女刘良秀说。“村民吃上
了‘旅游饭’，在家养土鸡、摘茶叶、卖土特产、办农家乐等，日子
越来越红火。”河口瑶族乡葱坪村坪水屯已脱贫户曹玉珍说起
家乡变化，也深有同感。2014年以来，河口瑶族乡以基础设施
建设为基石，以民俗文化传承为纽带，加大投入，实施农村道路
建设、风貌改造、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项目共110余个。

据了解，资源县发展“旅游+特色农业”“旅游+绿色产业”
“旅游+传承文化”，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品尝，休闲观光，
体验民俗文化。苗乡瑶寨建立农副特产交易区、小吃区，村民
们展卖手工艺品和原生态的古树茶、红薯干、冬瓜糖等农产
品，或经营民宿等，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 李祥鹏 伍丽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
文明实践志愿者引领群众文化

“今天上午，又对我们要参加庆元旦活动的舞蹈《幸福中
国一起走》进行了彩排，我们这支舞蹈队成员有20多人，每周
一、三、五定期进行舞蹈培训。”12月11日，山东省聊城市东昌
府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文艺骨干杨兰丽像往常一样开
始了她充实的一天。上午还是舞蹈队指导老师的杨兰丽，下
午又走进了课堂接受专业老师的培训。杨兰丽每周在区文化
馆参加声乐、古筝、走秀、舞蹈四样课程的培训，每样课程2小
时。在每周完成8小时学生角色培训的同时，她还承担着为4
个文艺队伍共100人左右的文艺培训教学工作。

活跃群众文化，人才引领是关键。为更好地繁荣活跃基
层文化生活，东昌府区依托区文化馆，大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群众文化实践基地，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教学，不断培
育挖掘基层文化人才,并通过人才的言传身教，引领群众文化
持续在基层扎根。今年以来，东昌府区文化馆积极整合各类
数字文化资源，推出了“文化慕课”,涵盖非遗、书法、美术、音
乐、舞蹈、戏剧、曲艺等46个类目，共计1400余课时，每周活动
人数约2400人次，受益群众达10多万人次。 王忠友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
贫困生文化教育有保障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多措并举，脱贫攻坚战义务教育保障
工作扎实有效。该区制定下发了《控辍保学作战总表》，多次
组织政府线、教育线“双线”约6900名包联责任人开展大排查
大走访活动，核准义务教育阶段贫困户适龄子女在校生全区
有2856名，并为之建立“人籍一致，一校一册，一生一案”的台
账。通过实施劝返复学、送达控辍保学司法文书、送教上门等
措施，该区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失学辍学
为0的目标。

该区落实贫困生教育资助工作。2016年以来，全区共补助
建档立卡贫困学生673.4万元，资助11145人次，做到建档立卡
贫困学生应助尽助。该区充实乡村教师队伍。2016年至今，全
区共招聘教师1384人，其中乡村教师880人。 罗仲平

江苏苏州
弘扬“枫桥经验”和谐文化进万家

近年来，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积极弘扬和践行新时代“枫桥
经验”，推进平安社区和家庭文化建设，营造了文明和谐发展
环境和百姓幸福家园。

为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苏州高新区
公安分局以承担妇联反家暴机制建设试点工作为契机，不断
优化改进基层“反家暴”机制，高效处置家暴警情，推进“处
罚+化解”，提升调处效果；落实“回访+宣传”，结合“矛盾纠纷
大排查大化解”“净网2020”专项行动等，与多部门配合加强宣
传，创建“二次回访”机制，倡树互敬互爱互谅的家庭文化，建
设平安、和美、幸福家庭。 张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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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文旅融合政策的推动下，“非遗+旅游”日渐成为文旅发展尤其是乡村游的新模式之一。根植于

农耕文化的非遗与传统村落、古镇共生，在“非遗+旅游”的模式中，非遗为乡村游、古镇游增添文化底蕴，旅游

则让非遗“活”起来，让大众在自然山水田园之外，看到一个更有审美趣味和精神内涵的文化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