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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步步开心”

变“步步惊心”
□ 张 雪

丝路旅游迎旺季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张晓亮

不到铜官窑 不知长沙味
本报记者 刘 麟 谢 瑶

上图 武强年画“花开富贵”图。
粘跃峰摄（中经视觉）

左图 衡水籍援鄂抗疫人员马春爽内画肖
像作品。 苏小立摄（中经视觉）

作为河北省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员、衡水市
安平县人民医院护士孙帅帅在完成任务回来后
不久，收到了画有自己肖像的内画鼻烟壶。

“这份出自大师之手的内画作品，定格了我
在武汉方舱医院的记忆。”孙帅帅口中的“大师作
品”，是由衡水市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冀派（衡
水）内画传承人王自勇组织创作的个人肖像内画
作品。

这68件按照国礼级肖像要求绘制的内画作
品，是衡水非遗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
想用衡水内画来记录‘逆行天使’的样子，致敬英
雄。”王自勇说：“这既是纪念品，又是工艺品，希
望能把白衣战士的记忆永远留住。”

作为衡水市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国家
级非遗项目冀派（衡水）内画、武强年画等，在提
升非遗文化产业市场价值的同时，与旅游市场有
机结合，也让“非遗”融入更多人的日常生活。

“私人定制”成亮点

“非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以人为核心、以生活为载体的传承实践，是一

个民族、一个地区、一
个乡村乃至一个社区的生
活方式。”王自勇对此深有感
触，“保护非遗，从根本上就是
让非遗传承下去，让非遗走进生活。”

王自勇的父亲是冀派内画大师王习三。
2006年6月，王习三创建的冀派（衡水）内画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目
前，衡水从事内画及相关行业的人员达到2万多
人，年产值近6亿元，已发展成为河北省颇具实
力的文化产业。

王自勇自幼跟随父亲钻研业务，又是深耕文
化市场的业内人士，他对非遗的传承有自己的思
考。“年轻人并不是不喜欢传统文化，而是难以接
触到传统文化，缺乏体验的机会。”王自勇认为，
需要通过新的尝试，让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生活的
一部分。

为此，王自勇先后在衡水、石家庄建成了衡
水内画博物馆、河北习三内画博物馆，深入挖掘
内画所承载的生活情态、文化思想和审美意识
等。博物馆免费开放、免费讲解，两家博物馆还
定期举办各类文化艺术沙龙和展览等。

“有了博物馆这个平台，我们开始了‘艺术品
实用化，实用品艺术化’的尝试。”王自勇介绍，他
们推出了内画笔筒、内画水杯、内画酒杯等产
品。此外，还与银行等金融部门合作推出内画信
用卡，与电信企业合作推出电话卡等，“私人定
制”已经成为衡水内画的新亮点。

据了解，近年来，王自勇还推出了私人定制
婚庆、祝寿等肖像作品，个人荣誉、纪念徽章等留
念作品，并与企事业单位庆典定制，推出限量版
内画艺术作品。

源于生活 回归生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
发生了变化，大家对传统年画的兴趣逐步减
弱。加上农村青壮年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农
村住房环境发生巨变，传统年画逐步失去了张
贴空间。”从事国家级非遗——武强年画推广
发展工作的王玉鹏意识到武强年画发展的瓶颈
所在。

作为武强年画博物馆原馆长，王玉鹏认为，
年画人才后继乏人、新生代农民对传统年俗和年
画的淡漠、传统工艺的衰落、市场狭小等现实问
题，严重制约了年画的传承。由此可见，对于根
植于“土地文明”、繁盛于“农耕生活”的非遗文
化，必须做到传承和传播“两翼齐飞”，才能迸发
新的生命力。

在经过深度调研后，武强年画找到了自己的
发展之路：武强年画诞生于生活，创新发展也要
从生活中汲取养分。近年来，武强年画博物馆先
后与艺术院校、专业机构合作，相继开发制作了
武强年画动漫作品《六子争头》、警示教育片《十
不足》。此外，武强年画借助数字化平台，研发、
制作带有年画元素的网络游戏。同时，武强年画

博物馆
还利用官

网、微信公众
号平台等，推送

年画相关的资讯，让普
通百姓，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武

强年画。
走出去，放大传播效果，也是武强年画发展

的重要路径之一。作为北方年画的主要基地之
一，武强年画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
议，并加强与其他主要年画机构的合作和工艺交
流。为了加强与国外民间艺术的交流往来，武强
年画博物馆多次派员赴西班牙、新加坡、比利时、
荷兰、韩国等地参加民俗文化展。

目前，武强年画产业从业人员已经达到
1200多人，年产值达到8000余万元。在大专
院校、文创产品专门研发机构的支持帮助下，
武强年画先后开发出年画礼品、收藏品、旅游
纪念品、日用品及动漫衍生产品等20余个系
列100多个品种，先后远销英国、美国、日本、
韩国、新加坡、西班牙、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
和地区。

“武强年画的生命力源于生活。”武强县委书
记侯桂宁认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要和日
常生活紧密结合。”

紧跟时代 坚持创新

“武强年画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
展，武强年画需要不断融入创新元素，加入现代
生活的符号。”武强年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习
钦说，如果用改良的、符合现代生活的武强年画
工艺品去引导市场、拓展市场、打开市场，会使武
强年画得到真正的传承与发展，进入一个“以新
养传”的阶段。

马习钦所说的“以新养传”，便是用新的产品
研创来还原、扶持老的技艺传承。

为做到“年画传承从娃娃抓起”，武强年画
博物馆与县内多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结成共建
单位，每年暑期举办“小小讲解员”培训班和
小学生绘画培训班，为年画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积蓄后劲。他们还与北京市第65中学联合推出

“武强年画文化创意夏令营”活动，并在北京各
中学开办了武强年画大师课程，成效显著，受
到好评。

王自勇对此感同身受。2017年，他们与河
北工业大学合作，开创性地以“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风貌为主题，以内画鼻烟壶为载体精心绘制而
成的《一带一路》系列作品，被称之为内画领域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作，该套系列产品获
“2017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
优秀作品展”入围奖。

“新产品的研发基于古老技艺的传承，产品
内容就是我们的生活。”王自勇说，《一带一路》系
列作品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非遗文化的美，看到了
衡水内画的美。

古色古香的巷子里，青瓦灰墙的小商铺
依次排开。葱油饼、糖油粑粑、手工米粉、米
黍糕等饱含着童年回忆的小吃在土砖搭砌的
灶台上“嗞嗞”冒着香气。上午9点，伴随着
颇具韵味的悠长吆喝，长沙市望城区的铜官
草市又迎来了热闹的一天。

“漆黑的柴火锅、泥巴糊的灶台，走走转
转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周末，朱女士一家
驱车从长沙城区沿着湘江一路向北来到铜官
窑，逛草市，游古镇。“坐在街头的长凳上，喝
一碗甜酒，吃几个金黄脆嫩的糖油粑粑，再嗦
上一碗手工制作的米粉，熟悉的老长沙味道
入胃入心。”踏上石板路，朱女士继续寻找更
多的长沙烙印。烙画、湘绣、木刻……各种传
统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制作。

铜官草市即“石渚草市”，是铜官窑边上
的一个港湾。一千多年前，在长沙窑烧制出
的陶器产品，在湘江边的“石渚草市”完成交

易，被装载上商船，从铜官港口出发，一路销
往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

“草市，本就是一种历史文化遗存。”铜
官草市主要策划者荣飞弟告诉记者，8月1
日，铜官草市重新开街，不走高大上的精致
街区模式，充分融合铜官的“陶都”文化，
打造市井生活场景，而其核心是自然、真
实、淳朴与安心。

“‘一店一品’是铜官草市的最大特色，草
市里没有重复的业态。这种经营模式，与一
千多年前铜官窑‘一窑一品’的生产理念一脉
相承。”荣飞弟说，铜官窑“一窑一品”的专业
化生产方式，避免了恶性竞争，即此窑专门烧
罐、另一窑专门烧钵、另外一窑专门烧盆，形
成各自的品牌优势，共同做大市场。“铜官草
市采取合伙人模式，无租金入驻，保证商户基
本收入后按阶梯抽取部分营业额作为分成，
艰难时与商户共患难，盈利时先保障商户收

益。为本地村民、回乡青年提供了创业平台，
为民间手工业者、非遗匠人等提供了产业升
级平台。”荣飞弟介绍，截至目前，草市注册公
司和个体商户已有70多家，直接为当地500
名村民提供了创业、就业岗位。同时，还选取
了当地5家特困户，从项目选择、开店到运
营，一对一进行创业指导，帮助其脱贫致富。

因地制宜打造成市井古街的“铜官草
市”是铜官片区文旅创新与乡村振兴的标杆
项目。“铜官窑既是一个地名，代表湖南长
沙望城区铜官窑古镇，也是1200年前中国
唐朝时期，长沙地区的一种烧制陶瓷的技
术。”望城区铜官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刚介
绍，铜官窑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是世界
釉下多彩陶瓷的发源地，自1956年被发掘
以来，获批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内陆地区唯
一一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史迹点。现存从唐

至清各个时期古龙窑78座，国家级工艺美
术行业大师、陶艺大师和工艺大师28名，
陶瓷艺术工作室180余家，陶瓷文化产业带
动就业创业近3000人。

今年以来，望城区推进“三区一园”规划
建设，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坐拥18公里
湘江岸线的“铜官文旅片区”，将被打造成产
业强镇、文旅小镇、城乡统筹示范区。“以湘江
北大道景观道和交通道作为发展主轴，整体
划分为产镇融合区、核心旅游区和城市拓展
区。产镇融合区，重点服务园区产业发展；核
心旅游区，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休闲农业和旅
游产业；城市拓展区，重点进行文旅产业和城
市配套项目开发。”吴刚告诉记者，铜官文旅
片区以铜官园区为支撑，做大经济总量；以铜
官窑遗址公园为“魂”，带动文化创意、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以完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整
治为载体，打造城乡统筹示范区。

前段时间，辽宁本溪虎谷峡景区一处玻璃滑道发生
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

玻璃滑道、玻璃栈道出现安全问题已不只一两起了。
此前，河南、湖北、山东、北京等地的玻璃栈道类项目都曾
出现过玻璃裂纹、开口，导致游客滑倒、摔伤的事故发生。

玻璃栈道类项目因独特的观景视角，往往能带给游
客新鲜刺激的感官体验，因此颇受欢迎。需求之下，这类
项目开始遍地开花，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有数据显
示，近年来全国新增玻璃栈道类景点百余家。

不过，这类项目一旦在建设、管理等环节有所疏漏，
就有可能埋下安全隐患，把“真刺激”变成“真惊险”。对
此，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曾下发《关于加强A级旅游景区
玻璃栈道项目管理的通知》，黑龙江、广东、江西等地也出
台文件，强调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做好隐患排查。

目前，虎谷峡景区玻璃滑道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相
信水落石出后，相关部门必将作出严肃处理。事后追责
固然重要，可就这类存在一定危险系数的旅游项目来说，
堵住事前、事中各个环节的疏漏更为重要也更为必要！
毕竟，生命可贵。

以玻璃栈道类项目为例，项目上马前，缺乏综合考
量，对环境特别是自然山水类环境的影响考虑不周；相关
产品生产时，只有企业标准，缺乏国家标准；项目建成后，
缺少抗风、减震等装置；开门迎客后，运营管理不规范，对
何种天气、多少人流条件下应该限流或停止开放不明确
或执行不到位；缺少对游客必要的安全提醒和警示……
如此这般，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成为祸根，让本该

“步步开心”的玻璃栈道变得“步步惊心”。
各地景区追求流量，打造玻璃栈道等网红景点无可

厚非，但无论何时，都要坚决把安全这根弦绷紧，把保
障游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从另一个层面看，网红项
目上马更需要一些理性评估，避免盲目跟风建设。毕
竟，靠噱头和流量把游客吸引过去只是一时，想要长久
维持热度，还要靠让游客满意的管理和服务，让游客游
得安心、称心。

甘肃敦煌市旅游持续升温，东线西线旅游全面开花，
火热的西线游也带火了敦煌市阳关镇的乡村游。

阳关镇龙勒村目前有8家农家园和客栈，8月以来，
这8家农家园的生意红火了起来，平均每天游客接待量
在3000人以上。

在龙勒村，参观完雅丹地貌、阳关等西线旅游景点的
游客，纷纷走进沿街的农家园和客栈，在葡萄架下歇脚休
憩，吃农家饭菜，品阳关葡萄。

广州游客冯善桂说：“敦煌葡萄汁多味甜。这里环境
也好，很适合游玩，走累了坐在葡萄架下吃饭，饭菜也很
有地方特色。”

“近些天，我们这里每天有二三百人就餐。客人吃完
饭以后可以就地采摘葡萄、住宿。”阳关镇龙勒村客栈经
营者陈双亮说。

据了解，莫高窟自7月21日以来，已连续多日发布
门票售罄公告。国家5A级景区鸣沙山月牙泉8月4日
游客接待量达1.55万人次，创今年景区游客单日接待量
新高。尽管酷热炎炎，依旧阻挡不住游客的热情和脚
步。大家爬山赏景骑骆驼，长长的驼队和绵延的沙山在
蓝天下蔚为壮观。

面对暑期高温和旅游高峰，敦煌市各景区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并采取实时监测、疏导分流、洒水降温等
措施，确保文物保护和游客接待安全。

“我们通过现代监测手段来监测洞窟，并把信息反馈
给接待部门，由他们调整游客的参观时间。我们的B票
现在是分时段参观，在保护文物的同时也可以容纳比较
多的游客。”敦煌石窟监测中心主任王小伟说。

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有霞介绍，游客到达景区后，通过绿码和身份证双重核
验，体温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景区。为了应对游客扎堆
的情况，高峰时段景区会加派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口进
行人员疏导，让游客快速便捷入园游览。

近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神泉谷
景区内的粉黛乱子草进入盛开期，成片的“粉色海洋”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游玩。

陶 亮摄（新华社发）

“粉色海洋”引客来

上图 工匠在雕刻武强年画木版。
右图 年画从业艺人在印制武强年画。

粘跃峰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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