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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非遗更好传承，一定

要用高品质的创新产品打动消

费者，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

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运 河 文 化 拉 动 文 旅 消 费
本报记者 宋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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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让 非 遗 回 归 日 常 生 活如 何 让 非 遗 回 归 日 常 生 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雪雪

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不久前刚刚落下帷幕，这项两年一次的节

庆活动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

不止成都，近年来，多地通过举办非遗主题

的展览、节庆、消费活动，搭建起展示非遗、

交流非遗、感受非遗、体验非遗的舞台，拉近

了人们与非遗的距离。在这些短暂相聚的

舞台之外，许多本就源自生活的非遗产品正

在努力寻找回归生活和日常消费的方式。

踩中时尚潮流节拍

“我们苗族的手工艺品很丰富，银饰、刺

绣、服饰都很有特色。”潘皇益来自贵州丹

寨，是苗族银饰的非遗传承人。在成都国际

非遗节的展台里，穿着一身民族服饰忙里忙

外的潘皇益很“打眼”。她带来的银饰耳环、

项链、戒指和扎染的围巾、工艺品等很受欢

迎，不一会儿展台前就围满了询价、购买的

消费者。

潘皇益从七八岁开始跟着家里人学习

苗族银饰和服饰的制作，十六七岁便尝试帮

村寨的其他人做设计。2016 年，为了让苗

族传统手工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她成立

了一家公司。

“现在喜欢非遗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

些有非遗元素同时有时尚设计感的服饰最

受年轻人喜爱。”潘皇益很早就认识到，很多

古老的手艺想在现在的市场里继续发光，必

须学会创新，“顾客就是我的老师，他们的需

求就是我们开拓市场的方向。古老的非遗

一定要和现代人的审美结合”。

“很多‘90 后’真的发自内心热爱非遗

等中国传统文化。”李孟远说，这其中也包括

他自己。2019 年留学回来后，他和另外两

个“90 后”小伙伴一起创立了一家以传统服

饰制作为主的公司，没想到主打的“马面裙”

意外踩中了这一拨年轻消费者的时尚节拍。

“这几年，喜欢汉服的年轻人特别多。

在设计制作过程中，我们通过深入非遗项目

所在地，拜访云锦、苏绣、蜀绣、羌绣传承人，

邀请材料和纺织学专家协助参与非遗工艺

创新研发，将传统工艺和传统服饰结合。”李

孟远希望今后可以用非遗赋能更多载体，创

造更多年轻人喜欢的潮流产品。

“传统非遗很好，但传统不意味着一成

不变。想让非遗更好传承，一定要用高品质

的创新产品打动消费者。”吉时造物品牌负

责人廖娟说，他们把非遗的珠绣技艺与传统

醒狮形象结合，设计了一款立体醒狮挂件，

一经推出立刻成为爆款。“现在的消费者目

标很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只有真正高

品质的产品才能打动消费者的心。”廖娟说。

非遗美食远走他乡

“来尝尝我们纯手工制作的麻花吧”“我

们的腊肉是用最传统的工艺做的，味道不

一样”⋯⋯本届成都国际非遗节设立了巴

蜀国际非遗美食周，展厅人气特别高，前来

参观的消费者不仅能品尝到非遗传承人现

场 制 作 的 美

食 ，还 可 以 把 喜

欢的美食带回家。

美食制作技艺是重要

的代表性非遗项目。近年来，

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制作技艺等纷

纷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这

些网红美食的入选，就是要发挥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导向作用，引导各界在关

注某一种食品或某一种菜肴制作技艺的基

础上，更关注饮食类非遗项目蕴含的文化意

义、社会功能和当代价值。

随着技术和物流的改进，非遗美食不仅

能在当地吃到，也在以各种方式“远走他

乡”。“长赤麻饼是四川巴中地区的特色非遗

小吃，需要几十道制作工序才能做到饼皮中

空、又脆又香。”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文化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文创办主任岳晓文介绍，长

赤麻饼好吃不贵、远近闻名，很多到巴中旅

游的游客都会买一些带回家。

“我们希望长赤麻饼可以打开更大的市

场。以前制约它走出去的因素主要在物流，

现在我们通过改进包装等措施，解决了长赤

麻饼运输过程中易碎的问题。”岳晓文说，非

遗美食想要获得消费者的认可，除了保持品

质稳定，还迫切需要在产品包装、口味多样、

大小重量、销售渠道等方面更加贴近消费者

需求。

徐海洋是四川省遂宁市观音素麻花制

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从 1895 年开始，我

们家就以炸麻花为生。观音素麻花的制作

需要经过选料、发制老面、炸制、摊凉等 8 个

主要工艺环节。我们始终坚持传统手工制

作方法，精准把控每一道工序。”徐海洋说，

为了更加符合现在消费者的口味，观音素麻

花也在不断探索，目前已开发出原味、黑芝

麻、椒盐等 5 种口味。

从 2018 年起，徐海洋开始通过网络销

售渠道，让观音素麻花走得更远。“现在网络

销售能占到我们总销量的三分之一。网络

是必须借助的力量，我们正在摸索直播带货

等新销售方式，在这方面希望得到更多外界

的帮助和支持，让非遗美食被更多消费者了

解和喜爱。”

乡村旅游注入“灵魂”

“到我们这里可以动手体验国家级非遗

项目道明竹编，花一小时的时间，自己制作

小花篮或小铃铛。”四川崇州市道明镇竹艺

村东篱集竹编研学基地的负责人蔡凤谦说，

“今年我们的生意特别好，最多一天接待了

400 多位游客前来体验。”

竹艺村由行政村龙黄村的 3 个村民小

组整合而成，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以竹编产

业为生。现在，这门古老的非遗手艺为这里

的乡村旅游注入了“灵魂”，帮助竹艺村成为

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竹艺村里随处可见竹编文化的身影：大

型竹编艺术装置散落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

民们坐在堂前屋后，纤细的竹丝在他们的手

中缠绕交织⋯⋯游客可以到竹艺村感受古

朴的田园风光，体验非遗技艺，还可以

把一件件精美的竹编产品带回家。

“我们店里有 100 多个品种

的竹编产品，其中最受游客

欢迎的是瓷胎竹编。节假日

到 我 们 竹 艺 村 来 玩 的 游 客 越 来 越

多，碰上国庆黄金周这样的节假日，店里的

客人挤得走不动路。”竹艺村竹编艺术坊的

销售人员赖瑶瑶说。

“道明竹编有上千年的历史。过去人

们就地取材，把竹子制作成生活和生产用

品；现在我们通过和高校合作，拓展竹编产

品的种类和艺术价值，让产品的审美和功

能更符合消费者需求。”崇州市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副局长肖永忠说，非遗+旅游让竹

艺村“改头换面”，培育起了耕读研学、餐饮

民宿等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切

切实实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为当地找到

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据统

计 ，2022 年 ，道 明 竹 编 制 品 年 产 值 达 到

2195 万元，竹艺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 万多元。

不止竹艺村，非遗+旅游正在各地擦出

漂亮的火花，生动诠释着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的内涵。非遗+旅游催生了更多独具文

化意蕴的旅游产品，让千千万万的游客在游

览的过程中感受着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也让非遗这座宝库散发出更加耀眼的

光彩。

预付消费可以为顾客提供

便利并有一定优惠，让商家融

通资金、固定客源，在商业活动

中为一种比较受欢迎的消费方

式。但“诱导办卡”“存费跑路”

“霸王条款”等扰乱市场、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也屡见不

鲜，预付消费管理任重道远。

早在 2012 年，商务部就出

台 了 预 付 卡 管 理 办 法 。 2022

年 6 月，甘肃以地方性法规的

形式出台了《甘肃省单用途预

付消费卡管理条例》，今年 6 月

又出台《甘肃省单用途预付消

费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并建

立了由 17 个部门组成的甘肃

省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工作

联席会议机制，开发上线“甘肃

预付码——甘肃省单用途预付

卡监管服务平台”省级和 14 个

市州、兰州新区平台，配套开发

平台移动端，进一步通过数字

化加强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

理，规范市场秩序。

管好预付卡，将预付消费

监管真正落到实处，营造让消

费者放心安心的预付消费环

境，唯有构建起政府主导、行业

规范、企业商家担主责、社会参

与的多元共治体系。

首先，要建立健全省市县

联动的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

机制，完善多部门联合治理机

制。建立由政府主导的领导机

制和商务、市场监管、公安、税

务、教育等部门组成的联席会

议机制。通过建立健全主要领

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

能部门抓落实的监管工作机

制，形成上下联动、职责明确、

分工合理、权责一致、高效运转

的监管工作体系，全面推进预

付卡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通过预付码在线发卡、购卡、管卡，

实现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经营者“信息备案全覆盖、预收资金全监

管”，协调解决单用途预付卡管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其次，要加强预付卡的数字化管理，其中商家备案是关键。

做好预付卡经营活动的摸底排查工作是重中之重。行业主管部

门须确保监管人员熟练掌握预付卡职责内所使用的备案核验、

处理投诉、受理举报、预警警示等系统功能及业务流程，依法独

立开展监管工作。要以县区为单位，摸排清楚发卡企业、卡项种

类、发卡数量底数并建立台账。对未备案的企业和商户进行上

门宣讲、开户及备案服务，对综合性电商平台入驻的预付式消费

类经营主体进行梳理、做好备案。结合日常管理、投诉举报处

理、行政许可、备案管理等工作内容，梳理涉及预付式消费经营

主体台账，同步做好动态管理。

此外，经营者的高度自律和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也很重

要。要积极开展预付卡管理法规的宣传推广工作，扩大知晓

度。在预付卡管理上，企业和商家是主要责任人，要牢固树立诚

信兴商、依法备案、守法经营的理念，主动进行预付卡管理备案，

主动接受动态监管，营造诚信守法的消费环境。消费者也要增

强事前维权意识，结合自己的消费能力谨慎选择预付卡服务和

金额，签订服务项目、方式、价格、时限等书面协议，理性消费。

秋色映衬下，北运河河北香河段波光粼

粼，美不胜收，香河中心码头游人如织。舞

台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头屯中幡、

民乐队、传统评剧等节目轮番表演；一旁的

非遗文化市集，一辆辆仿古风格的售货车和

身穿传统汉服的工作人员吸引了不少游客

驻足拍照。

“之前就来香河坐过船，这次听说举办

旅游欢乐周就带着家人过来转转。在这里

不仅有古文化，还有很多美食，我们全家都

喜欢。”来自北京通州的游客王晨带着家人

再次来到香河，觉得这里风景更美了，旅游

设施也比之前更完善了，体验感更好了。

河北香河县以北运河中心码头为中心，

串联起县域内北李庄村、第一城景区、家具

城、万亩荷塘、文化艺术中心等多个各具特

色的文化旅游景点，让游客亲身感受“京畿

首驿 如意香河”的独特魅力。仅在中秋国

庆假期 8 天时间里，全县就接待游客达 77.7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 4.2 亿元。

“这是新中式的乌金木沙发，整体线条

简约、富有中式韵味。沙发采用榫卯工艺，

结实牢靠⋯⋯”在香河县一家家具卖场，来

自天津的张军将店家介绍的内容和家具的

样式，以视频的形式发给了家人。

“你看，我发的那个沙发怎么样，和咱家

的装修风格很搭，价钱也合适。”发完视频

后，张军拨通了家人的电话，几经商量便交

付了订金。“中午我们吃的香河肉饼，香而不

腻，还现场观看了制作过程，很惊喜。下次

咱们一起来。”张军对家人说。

潮白河畔，景色斑斓。近年来，香河县

聚焦“文旅香河”发展定位，以运河文化为核

心，深入挖掘荷香文化、饮食文化、非遗文

化、家具文化等，并依托乡村特色旅游资源，

构建了香河全时、全域、全季旅游新格局。

沿 潮 白 河 东 岸 行 进 ，一 片 绿 意 葱 茏

的田园美景映入眼帘：宽敞整洁的街道，

惟妙惟肖的墙壁彩绘，各具特色的乡村民

宿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

香河县蒋辛屯镇北李庄村利用临近北京城

市副中心和紧邻潮白河的生态优势，打造

了集乡村体验、手工艺体验、精品民宿于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吸引了大批京津游客前

来旅游度假。

青石花墙、碎石小道，北李庄村内 40 套

潮白主题民宿，一院一主题。“很多游客出行

会避开热门景区，远离城市喧嚣，选择走进

乡村，静下心来体验田园生活。”香河乡村田

园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姜盼介绍，中

秋国庆“双节”期间，蒋辛屯镇水岸潮白景区

附近的民宿入住率高达 90%，营业收入 40

余万元。

在营造良好住宿环境基础上，蒋辛屯镇

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的入住体验，推出多元化

品质服务和特色体验产品，在北李庄村、领

子村等地建成 40 套“别处”系列潮白主题民

宿、32 套“菊香”系列民宿，又启动了 300 户

“水岸香居”主题民宿项目。52 套民宿主体

建设已经完成，预计 12 月可投入使用。

北京游客李宇星说：“住在北京，面对的

都是高楼大厦，很难接到地气。今天带着家

人来到香河，住住农家院落，品尝乡村美食，

逛逛农村市场，全家人都很高兴。今后还得

多来走走。”

多年以来，香河县以北运河为依托，形

成了安头屯中幡、五行通臂拳、香河肉饼制

作技艺、珐琅镶嵌制作技艺、京东大鼓等

14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遗文

化形式多样、内涵广博、底蕴深厚，丰富了文

旅供给，促进了文旅消费。

香河县在北运河沿岸谋划民俗风情小镇

建设，突出弘扬运河文化，集中打造民俗体

验、文化创意、加工仓储三大板块，以及

古渡春荫、渡口遗址公园等精品节

点，再现千年运河盛景，吸引着京

津冀周边很多游客流连忘返，成

为拉动文旅消费新的增长极。

当 前 ，香 河 县 积 极 抢

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

战略机遇，以北运河旅游

通 航 工 程 为 依 托 ，以 第

一城、万亩荷塘等文旅

项目为载体，与知名旅

游企业深度合作，拓展

与环球影城、台湖演艺

小 镇 等 通 州 区 旅 游 景

点合作内容，创新发展

特 色 文 化 ，不 断 为 全 县

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增

添 新 动 能 、注 入

新活力。

在成都国际非遗节的展台里在成都国际非遗节的展台里，，贵州丹寨的苗族银贵州丹寨的苗族银

饰饰、、扎染等非遗产品很受欢迎扎染等非遗产品很受欢迎。。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雪雪摄摄

小游客们在四川崇州市道明镇竹艺小游客们在四川崇州市道明镇竹艺

村动手体验国家级非遗项目道明竹编村动手体验国家级非遗项目道明竹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雪雪摄摄

游客在北运河香河中心游客在北运河香河中心

码头观看花灯码头观看花灯。。

陈宏儒陈宏儒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