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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曾被誉为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多文化交汇，多民族聚居，让这里成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富集区。塔城市塔塔尔族传统糕

点制作技艺、喀什土陶、民族乐器制作……新

疆各级政府公布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有 4600

余项，其中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超过

80 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10 多项。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玛纳斯、麦西热甫则被列

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多年来，新疆通过法治保障、政策扶持、

非遗展示等多种形式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

作。同时，非遗扶贫在助力新疆精准脱贫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让广大农牧民群众从中增

收致富。

产业化打稳致富根基

近年来，为推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新疆把非遗保护传承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让非遗活起来，变成生产

力，非遗产业助力打稳致富根基。

在位于新疆墨玉县喀尔赛镇巴格其村

的文化扶贫项目“非遗+工坊”内，海如丽尼

萨·巴克尔正忙着制作都塔尔（维吾尔族传统

弹弦乐器）。“我在这里不仅学会了制作技艺，

还有了稳定收入，月工资 2000元。”海如丽尼

萨·巴克尔说。

这家工坊主要从事新疆特色民族乐器研

发制作及销售，负责人是民族乐器制作的第

五代传承人买合木提·夏克。近年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墨玉县教育局驻

墨玉县喀尔赛镇巴格其村“访惠聚”工作队发

挥自身优势，引进和田买合木提夏克民族乐

器有限公司发展非遗扶贫工坊。通过“公

司+非遗+工坊+农户”的方式，买合木提·夏

克亲自教授村民制琴技术，并将当地果木原

料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稳定增收。

买合木提·夏克说：“现在工坊有 20多人

就业，每年要制作乐器 7000 余个，员工月工

资从 1500 元到 6000 元不等。下一步计划扩

大规模，增加员工，带动更多人增收。”

而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村——

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加依村，小

乐器已经“奏响”了致富曲。

“我们家已经有五代人传承制作民族手

工乐器，每年大小乐器能制作 1500 多个，已

经卖到了全国各地。”民族乐器制作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艾依提·依明说，他从小跟着父亲学

习，会制作20多种民族乐器。

在这个有名的“乐器村”，前些年却因为

产品销路不稳定，村里的年轻人不愿再传承

乐器制作技艺。当地政府鼓励和支持像艾依

提·依明这样的传承人建立工作室，成立乐器

制作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规模化制作车间，

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通过扶贫工作和非

遗传承融合，加依村在2018年摘掉贫困帽。

阿克苏地区民政局驻新和县依其艾日克

镇加依村“访惠聚”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彭

亮说：“通过逐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村里非

遗产业逐步做大做强，群众人均收入从 2014

年的2000余元，已经增加到9000余元。”

技能培训拓展增收本领

“我们这几年都会定期开展培训，保护塔

城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塔城

地区非遗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党韫说。

近年来，新疆各地每年举办非物质文化

遗产培训，帮助传承人进一步扩大教学、传承

与展示活动。

塔城地区是少数民族集聚的边境地区，

因此也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民族文化，有着极

其丰富的非遗资源。全地区有文化遗产项目

760 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 14 项。

今年 1 月，塔塔尔族传统糕点制作技艺成功

入选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今年，我们

还计划录制传统糕点制作技艺的视频，让更

多人了解这项非遗制作技艺。”党韫说。

“一把好的木勺必须选用树龄 20年到 30

年的杏木雕刻，这种木勺不仅质地细腻、结实

耐用，还能散发出一种天然的杏香味。”在柯

坪县盖孜力克镇库木鲁克村“非遗永流传”民

族民俗技艺课堂上，自治区非遗柯坪木勺代

表性传承人买买提·卡德尔说。

2018 年，新疆将“柯坪木勺”列入少数民

族传统手工技艺产业化发展项目目录，同时

将其列为扶贫项目，项目获批资金 100万元，

用于开展传承人培训、作坊改造、购置制作工

具、推广销售等。

柯坪木勺作为当地独具特色的手工艺

品，通过非遗文化传承人融合家族传承与师

徒传承的方式，开设“非遗永流传”民族民俗

技艺课堂传播推广木勺加工技艺，目前共吸

纳“徒弟”40余人参与木勺制作，确保非遗文

化传承发展“后继有人”。

在莎车县，2名喀群赛乃姆传承人、23名

县级民间艺人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了

近 60名“徒弟”，以更好推动喀群赛乃姆的传

承和发扬。

喀群赛乃姆是一种维吾尔族传统歌舞表

现形式，主要分布在喀什地区的莎车县，喀群

赛乃姆已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莎车

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化艺术股股

长李毅林说：“2021 年，我们计划借力上海援

疆，组织县里的民间艺人进行交流演出，同时

继续增加对民间艺人的生活补助，让他们全

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与文化传承中。”

线上线下搭建销售平台

为让新疆非遗“走出去”，每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及春节期间，新疆都会组织开展百

余项特色鲜明、互动性强的非遗文化和旅游

展示宣传推广活动，展示全疆各地特色非遗

项目，为非遗产品“创品牌”搭建销售平台。

2020 年 6 月，新疆举办了首届非物质文

化遗产购物节线下活动，剪纸、柳编、面塑、桑

皮纸等非遗产品展出。同时，新疆各地还通

过直播带货方式进行展销，依托淘宝、拼多

多、京东等平台开设“新疆非遗馆”。

今年春节期间，自治区文化馆联合全

疆各地州文化馆，采取线上线下、双线互动

的方式，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群众文化活动。鄯善县文化馆举办的“非

遗产品线上销售”、托克逊县文化馆举办的

“非遗购物”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拓宽了非

遗产品销售渠道，让更多人参与非遗保护、

共享非遗保护成果。

今年3月初，乌鲁木齐二道桥大巴扎非物

质文化遗产馆在乌鲁木齐二道桥大巴扎签约

落地。该馆一期建筑面积超过600平方米，计

划引进10个非遗项目，计划于5月正式开馆。

据悉，已有毛皮画、宝石画、剪纸、面塑、糖

塑、文创手工艺术品等7个非遗项目签约落户

二道桥大巴扎非遗馆。馆内将设置非遗产品

展示销售区、互动体验场景打卡点、现场制作

直播区、教学活动区等。游客在这里能够选购

非遗产品，并和非遗传承人面对面交流。

非遗之花绽放天山南北
本报记者 耿丹丹

新疆文化遗产资源体量庞大、内

容丰实。全疆各种非遗代表性项目有

4600 余项，共认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654 位。近年来，新疆不断加强文化

遗产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其历史文

化价值和经济效益。

尽管如此，新疆被外界熟知的非

遗产品却仍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产

品种类单一，缺乏购买渠道，设计缺乏

新意等成为新疆非遗产品闯市场的阻

碍。如何与时俱进地“升级改造”，提

升产品的“内核”，是新疆非遗产品走

向市场化、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需要

解决的关键课题。

首先，非遗产品也要注重创新

性。新疆的非遗产品种类众多，包括

传统的少数民族美食、少数民族刺绣、

民族手工艺品等。这些包裹着浓厚传

统文化的产品，要打开市场必须创新，

要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满足现代人

的生活需求。比如美食的口味改良，

手工艺品的实用性体现，刺绣与现代

审美的结合等。可以说，非遗产品的

创新研发大有可为。

其次，非遗产品要符合大众化。非

遗产品要做成商品，就要满足消费市场

大部分人的需求。一般而言，非遗产品多是手工制作，成本

高、价格也相对高，甚至让一些人对于非遗产品产生“只可

远观”的心理。非遗和市场结合，降低成本是很重要的一

步。同时，做成商品，势必要外观精细、尺寸适宜，性价比更

高的产品才是更能满足大众购买需求的产品。

再次，非遗产品要拓宽销售路径。一个好的产品，不

仅要注重上游生产链，更要重视下游销售端。非遗产品

不仅要有文化内涵，更需要在品牌培育、产品推广上下功

夫。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今天，除了通过传

统的展会、旅游节庆日宣传推介非遗产品，线上直播、电

商平台也是不可缺少的推介渠道。只有有了强大的销售

链，才能更好地实现非遗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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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炼钢、排放、污染……曾几何时，四川攀

枝花一度因为“一矿独大”造成了产业结构畸形，

陷入环保困境。如今，矿山让位于青山，攀枝花选

择了绿色发展。年日照 2700 个小时，年均气温

20.3 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 61.99%……经过十多

年不懈努力，绿水青山为攀枝花“挣”来了阳光康

养，这是一座采挖不竭的“富矿”。

2020 年，攀枝花实现康养产业增加值 130.12

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 12.5%，较上年增

长 19.7%。早在 2017 年，攀枝花就在全国率先

发布了康养产业地方标准。2021 年 1 月 18 日，

第五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坛开幕，攀枝花智

慧康养产业大数据中心正式亮相。这个好比

“智慧康养大脑”的大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促进产

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还将对康养人群在攀枝

花期间的健康指标变化情况进行监测，助力全

民大健康建设。

“从全国气候舒适度分布情况来看，攀枝花属

于广义舒适区域，从季节划分来看，属于‘无冬

区’，春秋两季相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可以作

为人们旅游康养的首选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环

境气象与健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式功说。

在攀枝花，康养不仅进入了社区，还进入了乡

村，其改变的不仅是村里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创

新了乡村管理模式。

米易县攀莲镇贤家村是当地有名的一个康养

村。过去贤家村以种植早春蔬菜为主产业，结构

单一，如今村里小洋楼、农家乐里满是游客。近 5

年来，贤家村依靠康养产业增收近1.5亿元。

“阳光是天然的资源，但‘烤’太阳这事哪里不

能干？把人留下是关键。”贤家村村委会主任王朝

宗说，村党总支决定将党建和康养深度融合并组

建了康养党建联盟贤家站，成立了“党员之家”“康

养党支部”等5个组织。

“为方便开展工作，村党总支采取推送手机短

信、编发一册一码、组织工作人员到星级酒店、乡

村酒店、农家乐登记，广泛引导常住村里的党员主

动亮明身份。”王朝宗说，56 名党员群策群力，根

据游客对吃、住、行方面的需求提供周全服务，提

高了村集体的管理效率。

把“阳光”用好，不仅要将远方的客人留下来，

更要依托发展康养产业，为城市转型升级增添不

竭动力。攀枝花正在加快建立“全域康养、全民健

康”格局，大力发展运动康养、旅游康养、居家康

养、医养结合，努力构建全域化布局、全龄化服务、

全时段开发的康养新格局。

1 月末，普达阳光国际康养度假区里人来人

往，有旅居的“候鸟”人群，也有不少趁寒假带孩子

过来游玩的家长。“9平方公里的度假区里布局着

大健康全产业链，包括健康管理、中医养生、专业

照顾、职业培训、旅居度假和健康生活。而康和园

APP 就是集六大板块于一体的线上服务平台，进

入度假区后，每个人都可以在线预约各项服务。”

普达阳光国际康养度假区康养体验馆工作人员周

文静说。

当前，攀枝花正按照“一核引领、一带串联、三

谷支撑”的总体空间布局，实施“5115”工程建设，

即 5 个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10 个特色康养村、

100 个康养旅居地和 50 个医养结合点，加快打造

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

本报南宁讯（记者童政）近日，记者从广西壮

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目前全区已评定星

级汽车旅游营地达 61家，接待自驾车游客量逐年

上升。

广西是国内较早发展和推广自驾游的先行省

份，早在 2009 年就出台了地方标准《汽车旅游营

地星级的划分与评定》。近年来，广西不断完善旅

游营地建设，大力培育自驾车旅游线路，将汽车旅

游营地建设纳入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有效推动了

自驾游的发展。截至目前，广西共建成星级汽车

旅游营地61家，其中五星级营地1家、四星级营地

9家、三星级营地46家。

目前，广西打造了桂北自然山水生态观光游、

桂中少数民族风情体验游、北部湾滨海风光休闲

度假游、中越边关探秘生态休闲游、红水河长寿养

生休闲度假游、西江历史文化祈福游等多条热门

自驾车旅游线路。

2020 年 12 月，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南宁

市政府、广西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2020

年广西汽车旅游大会在南宁市召开。大会吸引参

展企业 563家，参会人数超过 15万人次，达成合作

项目30个，投资合作金额近20亿元。

据悉，广西今后将着重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丰富产品供给、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和深化跨区域

合作 4个方面加快发展汽车旅游；开展乡村、古镇

旅游地公共设施和停车场改造，完善住宿接待、游

客综合服务等基础薄弱环节，打造一批景区式自

驾车服务区。

广西已评定星级汽车旅游营地61家

四川攀枝花加快打造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

开掘永续不竭的“阳光富矿”
本报记者 刘 畅

农旅融合

好光景

3 月 13 日，游客在安徽全椒县马厂镇龙山樱花园游玩。近年

来，全椒县依托当地农业、旅游资源，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推进生态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

色的乡村旅游景点，形成的“春花秋实，四季采摘”模式，辐射带动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沈 果摄（中经视觉）

图① 墨玉县喀尔赛镇巴格其村制作的民族乐器艾捷克。当地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自

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资料图片）

图② 民族乐器制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艾依提·依明在演奏乐器。

唐海明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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