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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学丽

恩施玉露制成冷泡茶饮，祁门红茶

做成茶含片，成都蜀锦制成“新中式”服

装，龙泉青瓷烧制成生肖摆件……在不

久前闭幕的长江文化艺术季“锦绣长

江”非遗展示活动上，传统技艺与现代

时尚相融合，让不少观众啧啧称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

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联结民族情感、维

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2024年是我

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经过多年的

探索与实践，我国已形成了既符合中国

国情又与国际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文化

内涵、独特的表现形式、鲜明的地域和

民族特色，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具备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良好基础。

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2023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

通知，要求“牢牢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和旅游发展的规律特点，在有

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

平上融合”。

福建省泉州市蟳埔村处处可见头

戴簪花的游客，放眼望去如同一座“流

动的花园”；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将

舞龙传统与现代文旅相结合，夏季打造

水龙节，冬季“龙在火中飞”；河南省开

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内，非遗技艺火

壶、打铁花同台表演，呈现出“火树银

花”般的奇幻效果……多地积极寻找各

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

的契合处、联结点，面向游客开展传统

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同时

将游艺纳入旅游体验，发挥传统节日、

民俗活动参与性强的特点，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上融合。

今年5月至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从执法检

查的情况看，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断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不断加速，

许多地方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资源，

建设传承基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有

力推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产

业的双向奔赴。但同时，检查组也建

议，政府及有关部门进一步增强依法推

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能力，在

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

其充分融入现代生产、生活中，创作生

产出更多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

市场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实现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的良性互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

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传统的，还

是活态的、时尚的；不仅是守正的，也是

创新的、发展的。当前，互联网、大数据

等已广泛应用在文旅领域，越来越多非

物质文化遗产积极拥抱新技术、新载

体，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比

如，每年正月十一到十三，河南省宝丰

县都会在麦田里举办马街书会，已经传

承上千年。如今，“马街书会AR交互体

验”项目让马街书会“永不落幕”，观众

不去宝丰，非正月，也能在AR虚拟环境

中欣赏曲艺、学习科普等。新技术、新

载体在显著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能力和水平的同时，也为其传承利用开

辟了新空间。

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保

护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在合理利

用过程中，与时代相结合、与人民群众

的需求相结合，才能得到更广泛的认

知，获取更强大的生命力。期待通过各

方共同努力，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更

多的实践和应用场景，激发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生机和活力，更好地守护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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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日，全国多地菜市场纷纷上线

“代炒菜”服务——顾客买好菜后，只需

支付几元到十几元不等的加工费，便可

享受从“菜篮子到菜盘子”的贴心服务。

“代炒菜”服务不仅收获了菜市场

附近居民如潮好评，更引来一众网友羡

慕，争相喊话家门口的菜市场“上新”。

@中国经济网：作为“家门口的菜篮

子”，菜市场盛满了柴米油盐的琐碎，承

载着城市的烟火气。“代炒菜”的加入，

也让这份烟火气的内涵更加丰富。乐

见更多“老菜市”升腾起“新锅气”，当

然，前提是干净又卫生。

@《工人日报》：“代炒菜”与近年来

流行起来的“上门代厨”等“代经济”形

态一样，正在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需

求。对于传统菜市场来说，“代炒菜”开

发出新的业务链，一举多得。但要长久

稳定发展，还需要给方兴未艾的“代炒

菜”加上规范的“佐料”，尽快纳入治理

视野。

@朱毅：短期来看，这一服务可能继

续以局部存在的形式发展下去。随着

科技的飞速进步和资本市场介入，“代炒

菜”服务也存在迎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

的可能。但要想规模化发展，还有一系

列问题亟待解决。对此，相关行业主体

应形成合力，集思广益，让“代炒菜”健康

有序发展。不仅要明确菜市场“代炒”服

务的经营范围，进一步完善监管，还要加

强行业自律。不妨将此次“代炒菜”走红

作为契机，促进菜市场软硬件建设。

@《北京日报》：“老菜市”升腾“新锅

气”，提升着城市“里子”。在城市更新

中，既要多挣“面子”，更要充实“里子”。

当家门口的“小方便”越来越多，累加起

的就是城市生活的“大幸福”。对城市

治理者而言，不厌其细、不厌其小地重

视百姓生活的细微处，一座城市也会变

得更加可爱、更有温度。

给消费者预付费权益给消费者预付费权益
保护上一道保护上一道““综合险综合险””
■李英锋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一家餐馆闭店

后积极为顾客退预付款的举动引发网友

点赞，这与此前一些无良商家一旦闭店

就“跑路”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在预付式消费场景中，消费者最怕

的就是商家突然关店、跑路、卷走预付

款。一旦消费者被动地陷入追债模式，

很可能面临找不到商家、维权路径少、维

权成本高、维权程序繁琐且周期长、维权

成功率低等困境。

那么，市场监管部门该采取哪些“硬

措施”，对消费者的预付费权益进行有效

保护，化解消费者的维权难点、堵点、痛

点，让消费者维权由被动变主动呢？笔

者建议，有必要给消费者的预付费权益

上一道“综合险”，对预付费权益进行事

前、事中、事后“立体防护”。

针对预付费资金维权的关键是管住

“钱”。如果消费者的预付费直接放在商

家的口袋里，且处于一种不透明的状态，

商家享有无限的用钱自主权，缺乏有效

的监督制约，对法律底线、诚信底线的敬

畏意识以及对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意识就

很容易弱化，易出现随意用钱、任性用

钱、卷款跑路、赖账不还等情况。只有建

立预付费托管机制，由第三方根据消费

进度和消费者的确认意见，一笔一笔地

向商家拨付预付费，给预付费资金套上

“笼头”，让预付费使用透明化，充分保障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才能提升预

付费资金的安全系数。

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就预付费资

金托管机制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

了良好效果，证明了预付费资金托管的

合理性、可行性。相关法规、规章可进一

步明确商家对预付费资金进行托管的责

任、托管平台的选择、托管资金使用流

程，以及托管平台、商家和消费者的权利

义务、托管资金监管部门、监管措施等事

项，让预付费资金托管有明确的法律依

据，成为商家的刚性法律责任。

监管部门用足用好监管措施也能强

化对商家的制约效果。收取预付费的商

家在闭店跑路前大多会出现经营亏损、

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而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经

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有可能影响经

营者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交易习惯正常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停止收取预付

款；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

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并提前30日公

告有效联系方式。这条规定是有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吊

销营业执照等罚则的。揆诸现实，有些

商家在闭店跑路前假借“店庆”“促销”等

名义收一笔费，收割消费者；而在闭店前

主动履行公示、通知义务的商家则寥寥。

对上述违法问题，市场监管等部门不能忽

视放过，而应纳入监督射程，全面查处。

在事后维权过程中，各级消协也应

通过强化调解、支持消费者起诉、组织消

费者发起集体诉讼或提起公益诉讼等方

式向卷款跑路的商家说“不”，助力消费

者守住最后一道维权防线。

监管部门、消协、法院等还应公示针

对卷款跑路商家的投诉举报信息、查处

信息、诉讼信息等，完善黑名单机制，让

无良商家付出综合失信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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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议

当前，部分景区以环保

为由，禁止游客自带泡面等

食物，景区内却高价售卖，

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景

区此举是为了保护环境，减

轻工作人员负担；反对者认

为，景区实则是为强制游客

购买景区内的高价商品，以

此增加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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