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宁波在非遗保护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非遗项目传承仍面临诸多挑
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技艺传承面临
断层风险，传承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市政
协委员、象山一沙根雕艺术馆馆长周秉益
说。

究其原因，一方面，穿越历史走来的
非遗，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新潮流下，
多少显得有些“水土不服”，与当下的生活
场景、消费习惯存在隔阂，这使得后来者
难以窥探行业发展的前景；另一方面，对
于那些有心依靠非遗技艺安身立命的年
轻人，现实困境也让他们举步维艰。

以竹根雕为例，“学徒往往要苦学三
到五年才能出师，可若想凭借这门手艺自
主创业，难度颇高，能咬牙坚持下来的更
是凤毛麟角。”周秉益说。

为此，周秉益提出一系列建议：搭建
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的非遗展示交易平台，
助力非遗作品销售变现，切实增加从业者
的经济收益；组织举办非遗技艺大赛等活
动，为从业者提供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
舞台，提升公众对非遗项目的认知与参与
度；利用数字技术，记录并传播非遗技艺，
拓宽传承渠道，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传
承。

“同时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加强协同管
理，制定更细致的政策举措，比如税收减
免、版权保护等，充分调动从业者的积极
性。”周秉益说。

2024年，抖音发布的《2024非遗数
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抖音上国家级非
遗相关视频累计分享量同比增长36%。
在抖音，越来越多人传承和传播非遗，

“95后”“00后”成为生力军，30岁以下传
承人年增长72%。

市人大代表、非遗越窑青瓷烧制技艺
传承人施珍也表达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希
望非遗能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变
化，贴近年轻人，从题材内容的选取、表现
形式的创新，到审美情趣的契合，全方位
与年轻人“打成一片”。

“这种‘打成一片’不是一味的迁就，
而是在吸引年轻人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
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培养他
们对非遗的认同与情感。唯有如此，才能
培育出非遗传承的人才梯队，催生精湛的
艺术佳作。”施珍说。

“这种‘打成一片’也对非遗传承提出
更高要求，不能一味复古，追求原始面貌，
而是要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才能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高质量发展，达到非遗传承
真正的目的。”施珍说。

非遗“火”起来的持续动力，源自其
发展环境。

市人大代表、宁波日报报网经济部
主任易鹤在调研中了解到，宁波目前已
经在挖掘“非遗生产力”，培育“手艺经
济”业态，推动文化、旅游、休闲等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上开展诸多探索：

打造一批标杆企业，如缸鸭狗、三
关六码头等，将非遗传承与商业模式耦
合，形成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其中，由三
关六码头运营的全市首个“展销旅一体
化”综合型“手艺人部落”，不仅提供手
艺成果展示、特色产品销售等业态，还
推出非遗研学、手艺人跨界交流等互动
项目，实现零销板块向人文经济延伸。

镇海区在2024年也着手推动“手
艺人集聚区”建设，通过手艺人与企业
加盟合作等形式，实现“一对一”签约，
涉及非遗和老字号品牌60余个，带动
相关产品销售超2.1亿元。同时，镇海
区还积极探索文化跨界融合，将传统手
艺人技艺植入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消
费超300万元，各类非遗沉浸式研学项
目吸引学生、游客1.2万余人次。

从点滴出发，易鹤认为，非遗手艺
经济大有可为——

建体系。设立专项非遗手艺经济发
展基金，支持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研究制定培育壮大“手艺产
业”政策体系，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扶持、
手艺产业发展基础支撑、手艺创业金融
扶持等，为加强手艺产品研发、培育品
牌手艺企业、鼓励对外出口交流、打造
手艺特色街区、开展创业就业服务等具
体内容提供具体政策支持。

拓空间。依托现有文化新空间等阵
地，推广展销研旅一体化模式，比如可
以在旅游景区、网红村落、特色街区等
植入“手艺空间”等场景元素，丰富场景
功能和消费业态。

强“大脑”。建立智力资源引进机
制，吸引全国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优秀
毕业生以及手艺人团队来甬发展。

促销费。注重激发“手艺经济”的消
费驱动，将手工艺产品消费纳入文化和
旅游惠民消费券扶持范围，进一步刺激
节日经济、拉动假日消费。

讲故事。深挖“手艺产业”特有的文
化内涵，将手工艺产品纳入城市对外形
象传播资源库，设计地域性强、个性鲜
明、认可度高的“甬城好礼”，探索“手艺
出海”，传播城市形象，丰富城市形象传
播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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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惊艳海外掀起时尚潮流的马面裙，到赋能文旅拉动消费增长的闽南簪
花，再到借力游戏《黑神话：悟空》出圈的陕北说书……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火”有目共睹。

统计数据显示，宁波目前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8项，
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77项，其中技艺类项目160项，数量可
观。如何让宁波的非遗宝藏也能“火”遍大江南北？关键在于让其融入现代生
活的方方面面，与当下的人们产生情感的同频共振。

针对宁波非遗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市政协委员、宁波市社科院院长傅晓提
出建议：应当探索建立“具有宁波特色
的非遗保护传承园”。

傅晓提出，有必要在交通便利、文
化氛围浓厚且具有一定旅游吸引力的
区域，全新规划专门的非遗园区，为非
遗传承人及企业打造集中场地，“也可
选址基础设施完善、发展空间较大的
非遗馆（如江北湾头非遗馆）、非遗街
区或非遗传承企业（如三关六码头总
部仓储中心）周边，在原有基础上，拓
展建设非遗园，给予入园者一定的政
策优惠。”

无独有偶，市政协无党派人士界别
也在集体提案中提出打造非遗创意园
区、聚集区。市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界
别召集人徐建民认为，应当鼓励民间文
学、传统戏曲曲艺和传统音乐等非遗资
源进入演艺市场；推动非遗与旅游经济
相结合，打造非遗景区、特色非遗街区，
融入夜经济、网红经济等模式，成为地
方旅游新亮点。

傅晓和徐建民都认为，跨界传播
是扩大非遗影响力的必由之路。傅晓
建议非遗项目可以更多融入时尚、家
居、办公等领域；通过整合原材料供应
商、生产作坊与销售渠道商资源，构建
供应链协同平台；联动旅游教育产业，
开发非遗主题旅游线路与研学产品，
探索建立非遗传承人在学校的长期任
教机制。

徐建民认为，对非遗资源进行多渠
道、多类型、多维度的数据采集很有必
要，在此基础上，方能探索使用增强现
实（AR）、虚拟现实（VR）以及互动式网
页等创新技术，建设数字非遗馆。

记者 石承承 顾嘉懿

搭
建
平
台

3

宁海耍牙（资料图片） 记者 崔引 摄

如何让非遗流量“变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