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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今年以来，国内旅游
复苏势态强劲，各类文化
遗产相关旅游项目受到更
多关注。同程旅行数据显
示，今年1—5月，文化遗
产相关的旅游搜索热度较
2022年同期提升165%。

一面是各类文化遗产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积极拥抱新市场，一面是
个性化、多元化、特色化旅
游需求驱动新型文旅产品
创新打造。如何令以非遗
为代表的文化遗产在旅游
新场景中找到与现代生活
新的联结点，开辟更大的
发展空间，引领新消费，实
现非遗与旅游全要素融合
等，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多地以活动为媒

联结非遗与旅游

近年来，我国以非遗
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水平不断提升，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呈现新
气象。再加上从将“推动
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列
为《“十四五”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规划》重要任务，
到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关
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
知》，文化和旅游部在转化
利用以非遗为代表的文化
遗产资源、丰富旅游产品
等方面作出了诸多实质性
的努力。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6月10日）前后，全国
各地都安排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古老的文化遗产在
中华大地焕发出勃勃生
机，绽放时代新韵。

“鼓励各地根据地方
特色引导广大民众畅享非
遗购、探访非遗味、共赴非
遗游。多家平台举办非遗
购物节、开展非遗产品网
络销售，各地也搭建了非
遗产品线下展销平台，创
新文化消费场景，推动文
旅消费复苏。”文化和旅游
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
长胡雁介绍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
到，在本次全国9800多项

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中，
各省份梳理了300余项活
动予以重点推广。其中，
北京市西城区举办了“京
城非遗耀中轴”活动，发布
北京市非遗优秀传统文化
符号、中轴线非遗主题旅
游线路等；吉林省吉林市
举办了“讲述自己的故事”
非遗人手机短视频线上展
播，通过非遗保护工作者、
传承人群的视角讲述非遗
保护传承故事……

“非遗+住宿”成为引流利器

除了景区，酒店成为
目的地展现非遗文化魅
力、开展相关传承活动的
重要场景。

同程研究院与腾讯营
销洞察（TMI）联合发布的
《中国旅行消费趋势洞察
白皮书（2023 年版）》显
示，有65%的旅行者更关
注“深入当地”，在出行时沉
浸于本地文化和产品体验
中。因此，今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期间，同程旅行联合
廷泊酒店，与高腊梅年画工
作坊、江永女书等国家级非
遗项目合作，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本地体验融入酒店
住宿场景之中，在长沙廷
泊酒店湖南省博物院店开
设非遗体验营，传承和展
示特色非遗文化。

“非遗与旅游具有天
然的契合点，旅游是各类
文化遗产展示的天然场
景。同程已经上线了近
2000条非遗特色旅游线
路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
同时也在不断打造一系列

更加符合新一代旅行者审
美和消费偏好的‘非遗+’
产品以及‘品牌+内容+产
品’的同程非遗旅游模
式。”同程旅行政府合作部
总经理曹帅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同程已经与江苏、山
西、山东、广西等国内多个
旅游目的地在非遗旅游方
面展开了深入合作。

此外，民宿与非遗的
结合也成为吸引众多消费
的业态。不久前，全国首
个“非遗口技民宿”落户北
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洪水
峪村，当地利用特产高山
芦笋、清水豆腐等养生食
材制作的宫廷暖锅等非遗
当家菜也随之亮相。据介
绍，该民宿以非遗口技为
切入点，旨在鼓励将旅游
民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有效对接，未来还将推
出一批体现更多非遗特色
的旅游民宿。

在中国旅游协会休闲
度假分会副秘书长曾博伟
看来，近年来，周边游、城
郊游市场迅速增长，眼下，
出境游也在有序恢复，主
打文化特色的非遗酒店、
非遗民宿更有吸引力。“酒
店和民宿可以根据主流客
户群打造相应价格和品质
的非遗主题酒店、民宿。
同时，既要鼓励非遗元素
多形态多模式融入，也要
鼓励酒店经营者认识、了
解非遗。”曾博伟表示，政
府部门要注重搭建平台，
不仅要联结非遗传承人与
酒店业，更要促进不同类
型酒店的交流合作，注重

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扩
大示范效应。如果非遗主
题酒店的盈利情况较好、
议价空间更大，业界会更
有发展动力。若将政策引
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让
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效率
便会更高。

非遗与旅游融合

或将成乡村振兴有力抓手

2022年，文化和旅游
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等
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的意见》明确将文旅融
合列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重点领域，并从乡村
旅游产品开发、品牌塑造
等方面，为乡村旅游发展
指明方向。其中，上述文
件特意强调手工艺赋能，
提出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设计师、艺术家等
带动农民结合实际开展手
工艺创作生产，推动纺染
织绣、金属锻造、传统建筑
营造等传统工艺实现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

“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
经济”。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
意味着非遗与旅游融合发
展或将成为乡村振兴的又
一有力抓手。中国工艺美
术学会、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媛
媛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要深入挖掘
乡村中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了解乡村非遗背后的
文化内涵和传承逻辑，提炼
其地域特色和文化符号，以

此为基础进行乡村非遗IP
的打造，并通过乡村非遗IP
的赋能将乡村非遗资源转
化为文化资产。尤其是要
针对“乡村指尖技艺”进行
艺术创造、IP品牌运营、跨
界融合、多媒体传播等赋
能行动，让乡村非遗里的
中国符号、中国意象、中国
故事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融入现代人生活中。

以地处云南省中部偏
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以
下简称大理州）为例，其推
出的“非遗+旅游”项目深
受游客欢迎。董志明是云
南省级非遗项目大理州剑
川黑陶的州级传承人，10
年前其烧制销售黑陶年收
入不到10万元。大理州

“非遗+旅游”项目推出后，
前来体验黑陶制作的人逐
年增加。今年前5个月董
志明已接待1000余人次，
此外还有3000余人预约
这个暑期前来体验剑川黑
陶，其预计今年收入会超
过200万元。

在具体实践中，李媛
媛建议，应丰富乡村非遗
的展示，将非遗与数字化
结合，创新路径为乡村振
兴增添活力和动力。在保
持乡村非遗原滋原味和存
续力的基础上，采用“文
化+科技”的新模式，借助
科技创新提升乡村文化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发
展乡村体验经济，寻求科
技创新与文化创意的高度
融合，力求使乡村非遗展
示体验馆成为乡村文化旅
游目的地，助力乡村文旅
融合，以文兴旅。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会擦出何种火花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会擦出何种火花

北京北京：：探寻皮影戏中的科技奥秘探寻皮影戏中的科技奥秘

近日，“皮影也科技——非遗科技文化展”在位于

北京市的中国科技馆展出。该展览包括“妙光映奇景”

“纸皮百万兵”“起舞弄清影”“传承我先行”四个部分，

旨在讲好中国科技文化故事，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新时代的新风采，深入探索融合科学普及、文化传承和

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创新科普模式。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