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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云南力量

曾

艳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对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

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和科学行动指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

是题中之义，也是根本路径所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都要

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云南要从文化大省迈向

文化强省，必须紧扣文化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把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优势，不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为建设文化

强国贡献云南力量。

文化高质量发展是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发

展。我们要高擎思想旗帜，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

想，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二

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

文化高质量发展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发展。我们要大力推进文明云南建设，优化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创新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深入推

进文化惠民，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文化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发

展。我们要实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积

极服务和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找准传统与现代

结合点，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让优秀传统

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文化高质量发展是改革创新激发文化创造活

力的发展。我们要为广大文化企业和专业人才在

滇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和创新创造创意环境，优化文化精品

激励扶持政策，持续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

大力实施“青苗”人才培养计划，建好用好“艺

术家第二居所”，加快影视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影视基地，全力做

强做优做大文化产业，全力推动出精品、

出人才、出效益。

文化高质量发展是持续增强中华

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发展。

我们要加快媒体融合发展，善用新

技术，提升引导用好新媒体的能力，加强云南省南亚东南

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建设，提升“跨国春晚”等系列文化

交流活动品牌影响力，持续开展“霞客行之江山多娇·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策划开展“郑和行之友谊使

者·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等系列内外宣活动，以

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为重点，深化同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

（作者系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在传承在传承创新中探寻文化魅力
——云云南文博会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欧阳优 曹 松 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秀峰

从 一 场 演 出 到 一

场 展 览 ，从 千 年 非 遗

技 艺 到 民 族 歌 曲 时 尚

演 绎 ，从 视 觉 盛 宴 到

观 点 思 辨 ——10 月 20

日至 24 日，以“七彩非

遗·传 承 与 创 新 ”为 主

题 的 创 意 云 南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会 （2022—

2023）在 云 南 省 昆 明

市举行。

走过 10 年，云南文

博会常办常新。本届文

博 会 上 ， 国 内 600 余 户

商家展出近 50 万件文创

产品，展览面积超过 3 万

平 方 米 ， 全 面 展 现 了 云

南非遗传承与发展、创意

赋能文化、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最新成果，助力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

发展。

“七彩非遗”展示
文化精彩

乌铜走银、曲靖斑铜、建

水 紫 陶 、 永 子 围 棋 、 马 树 红

毡 ⋯⋯云南省一批国家级和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亮相云南文

博会，演绎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

故事。

在文博会展台，国家级非遗“永

子”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欣赏。为让

“永子”的传承更具创意，保山市根据

“永子”制作技艺创作舞蹈《永子传棋》，通

过街舞和古典舞蹈相结合的舞台艺术形式

和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的演绎方式，充分展

示了围棋中黑白子对弈的画面及深厚的文

化底蕴。

非遗保护与传承，既要坚守传统技艺

的根和魂，也需更多“青春力”。清丽的配

色 、淡 雅 的 气 韵 ，书 签 、胸 针 、公 文 包 、山

茶花小夜灯，既时尚又独具民族特色的刺

绣产品让不少观众感到惊喜。楚雄州牟

定县彝族刺绣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建勋告

诉 记 者 ，非 遗 传 承 也 要 兼 顾 市 场 走 向 ，

才能迸发新的活力。近年来，协会

在 彝 族 服 饰 的 基 础 上 ，以“ 彝

绣 + 产 品 ”的 理 念 进 行 产

品研发，创作了首饰、

框 画 、手 提 包 、茶 杯 垫

等 符 合 市 场 需 求 的

新产品。

创 意 传 承 让

非遗更美。傣族

剪 纸 和 景 颇 族

目 瑙 纵 歌 都 是

非 遗 技 艺 ，传

承 人 通 过“ 传

统技艺+数字技术”创新出《太阳之子——

目瑙纵歌节的传说》等多部傣族剪纸动画

短片，实现了非遗的创造性传承。怒江州

推出的“非遗+景区”“非遗+演艺”等非遗及

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子，让现代

建筑与古老村寨相辉映，充满烟火气和人

情味的文旅体验，为怒江文旅融合注入了

新活力。

丽江博物院研究员陈登宇告诉记者，

本次文博会带来了十二生肖的拓印体验，

让更多人感受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

录的东巴纸的非遗技艺魅力，更好地推动

东巴纸的传承。

本届文博会期间，多位非遗传承人表

示，非遗技艺的传承，亟待加强传承人的

培养力度。据了解，云南省 2006 年就开始

开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传承与创

新工作，并建立了国家级、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数据库。非遗的保护与创新发展是一

项系统性、长期性的文化工程。如今，云

南探索出了“非遗+”的传承新路径，让

古老的非遗技艺向新而行，续写传承与发

展的新华章。

创意无限体验云南生活

从云南综合馆到昆明创意馆，独具特

色的民族传统、鲜活的艺术表演、充满创

意 的 手 工 艺 品 、 科 技 与 文 化 的 融 合 展

示 ⋯⋯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展

演、文创产品令人目不暇接，为观众提供

了深入了解云南文化、感受云南生活的

窗口。

一块锥形的火山石飘浮在空中，顶端

点燃倒流香，烟雾顺着石纹飘向底座，酷似

火山喷发的情景。“这个产品叫磁悬浮香薰

炉，通过磁悬浮原理，让蜂窝状较轻的火山

石浮在空中。”保山市腾冲大家琢坊石木工

程有限公司展台上，工作人员董梦琪向观

众介绍，依托腾冲特有的火山石资源，公司

还开发了火山石茶具、茶盘等产品，与腾冲

的火山热海热门旅游相呼应。

在大理展馆，“昆虫纪”则是孩子们

的最爱。杨进辉和创业团队投身昆虫的研

究和应用，并将昆虫和教育、艺术相结

合，研发昆虫元素相关的各类教学标本、

蝶画等产品，并开展昆虫科普研学探索大

自然。“云南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

库，我们从专业角度出发，研发昆虫文

创，推行昆虫教育，激发儿童探索自然的

欲望，帮助孩子建立生态环保理念。”大

理诺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杨进

辉说。

被 称 作 春 城 花 都 的 昆 明 ， 鲜 花 常 开

不败，融入市民生活。创意昆明馆新型

非遗美学空间内，摆放的各种插花作品

意境别致。花艺师运用每片叶子、每个

枝条搭配出自然姿态的线条之美，展现

东方美学。

今年 9 月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

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普洱展区

以“世界的普洱·中国的茶”为创意设计，

设置有心愿树互动点、拍照打卡点、普洱

茶制作技艺体验、普洱特色烤茶体验、民

族织锦技艺体验等区域，让参观市民身临

其 境 地 感 受 淳 朴 自 然 的 普 洱 茶 文 化 、茶

生活。

到保山新寨“中国咖啡第一村”寻一

抹咖啡香，到滇南临安镇淘一把建水紫陶

壶 ，到 鹤 庆 新 华 村 拿 起 小 锤 当 一 回 银 器

匠 ⋯⋯无论是古老的传统艺术，还是前沿

的文化创新，漫步文博会现场，可尽情欣

赏云南丰富多样的文化风貌，感受云南文

化产品的累累硕果，体验“有一种叫云南

的生活”。

文化搭台促进产业繁荣

文 化 与 经 济 从 来 紧 密 相 联 ，不 可 分

割。10 月 21 日，云南文博会举办招商引资

推介会，共有 22 个文化产业项目和 58 个文

化相关项目进行推介，涵盖文化旅游、文化

创意、影视制作、动漫游戏、艺术品交易等

领域，不仅凸显了云南独特的文化资源特

色，而且更加强调产业的传承和创新。保

山市腾冲翡翠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昆明

滇池度假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研究中心项

目、东川乌蒙之巅铜韵水乡项目等一系列

重要的文化产业投资项目成功签约，拟签

约金额达 70 余亿元。

自 2013 年 正 式 创 办 以 来 ，云 南 文 博

会 已 经 走 过 了 10 个 年 头 ，不 仅 成 为 集 中

展 示 云 南 多 彩 文 化 的 窗 口 ，也 为 云 南 各

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和省内外大中小企

业 开 展 交 流 合 作 搭 建 了 平 台 。“ 通 过 展

会 ，公 司 的 石 斛 产 品 有 了 更 多 亮 相 和 展

示 的 机 会 ，下 一 步 要 加 快 开 发 石 斛 文 化

康养旅游。”云南凌垭健康集团展会代表

蒋忠艳说。

文 博 会 上 ， 记 者 了 解 到 ， 云 南 很 多

地方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实现了

乡村振兴和文化繁荣的同步推进。被誉

为“葫芦丝之乡”的德宏州梁河县，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旅游业，积极拓展葫芦

丝文化产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葫芦丝

文化品牌。傣族织锦技艺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玉儿甩则表示，“希望能和更多外地

企 业 合 作 ， 把 傣 族 织 锦 销 售 到 更 多 地

方，带动乡村振兴”。

以文化赋能经济、以经济活化文化。

近年来，云南省坚持文化高质量发展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一体推进，相继推出一系列

强有力的政策与举措，推动文化产业转型

升级，不断扩大文化消费市场，促进文化产

业繁荣，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规模以上

文化企业数量达 719 家，同比增加 59 家，增

长 8.9%，实现营业利润 28.8 亿元，同比增长

486.1%，一大批云南出品的文艺佳作不断

涌现。

楚雄彝绣——

从“指尖艺术”到“指尖经济”
本报记者 管培利 姜天骄 赵田格格

在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现场，

来自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楚雄彝族服

饰精彩亮相，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观

赏。这些服饰在今年 9 月举行的意大利

米兰时装周上集中发布，运用彝族崇尚

的黑色以及云纹、马缨花、银饰等元素图

案，尽展彝绣之美，生动诠释了中国非遗

传承创新的活力。

拥有 1700 多年传承历史的楚雄彝

绣，是彝族百姓引以为傲的指尖艺术、心

灵花朵。小小绣花针，传承了千年彝绣

美，走向了时尚大市场，做成了亿元大

产业。

“一路走来，我始终秉持在保护中传

承、在传承中创新，把弘扬彝绣文化作为

自己的一份责任。”彝绣文化传承人张丽

琼 1998 年刚到楚雄州博物馆工作时，就

被多彩的彝族服饰深深吸引。2004 年，

张丽琼停薪留职拜师学习彝族服饰的设

计制作，并成立工作室；2014 年，她从博

物馆辞职创立了彝绣品牌、成立了公司，

通过楚雄州委宣传部在全州授牌建立的

彝绣专家工作站对绣娘进行集中培训，

提高绣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近年来，楚雄州积极发挥楚雄彝族

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优势，

在州委宣传部统筹推动下，深挖彝绣文

化价值、经济价值、民生价值，出台支持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 37 条措施

和加快彝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

系；制定全国首个以“楚雄彝绣”为代表

的手工刺绣标准，统一定价标准、刺绣工

艺、追溯体系；积极申报“楚雄彝绣”区域

公用品牌，保护楚雄彝绣知识产权。

千年非遗要书写指尖新的传奇、展

现非遗活力魅力，就要在传承中不断创

新。“传统彝绣主要体现在手工制作的

日常穿着中，我们把彝绣和文创结合起

来，更多地融入生活，通过自主设计让

彝绣更年轻、更时尚。”“彝礼还潮”文创

品牌主理人张建勋说，希望更多年轻人

加入到彝族刺绣的传承、创新、发展中

来，共同促进彝绣产业发展。楚雄州武

定县彝绣协会会长郭晓艳说：“我们运

用彝绣改良的服装比较符合年轻人的

审美，结合牛仔、百褶裙、网纱等现代化

面料，让彝绣产品时尚化。”

今年 8 月份，楚雄彝绣数字文化产业

园·彝绣产品交易中心启动运行，为楚雄

州彝绣企业和广大绣娘搭建了更高层

次、更广区域、更多渠道的彝绣产品展示

销售平台，为全国民族刺绣产品研发生

产、集中展示、线上线下交易创建了示范

平台。

近年来，楚雄彝绣走出国门，不断向

国际化进军。楚雄州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李汶娟表示，从最古老的“乡村 T 台

秀”到世界时尚舞台，楚雄州把传统基因

融入国际时尚、把民族元素嵌入高端定

制，加快传统彝绣向大众化、跨界化、品

牌化转型，推动楚雄彝绣实现从走秀场

到闯市场、从跟市场到引领市场的转变。

从“指尖艺术”到“指尖经济”，楚雄

彝绣“绣”

出亿元大产

业。在飞针走

线中，楚雄州的

绣 娘 们 实 现 了 绣

品变商品、绣片变名

片 、秀 场 变 市 场 的 转

变 ，楚 雄 彝 绣 成 为 百 姓

增 收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渠 道 。 据 统 计 ，去 年 楚 雄

全州彝绣产业实现增加值 2.45

亿元，带动 1200 多名残疾绣娘就

近就业。

李汶娟表示，力争到 2025 年，楚雄

州发展壮大 10 个年营业收入达 1000 万

元以上的骨干彝绣企业、20 个年营业收

入达 500 万元以上重点彝绣企业、100 个

年营业收入达 100 万元以上的彝绣企业，

实现 10 万绣娘、10 亿元增加值目标，把

楚雄打造成为全国民族刺绣示范州和全

省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撑区。

图①、图② 10 月 20 日，创意云南文化产业

博览会（2022—2023）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拉开帷幕。本届文博会以“七彩非遗·传承与创

新”为主题，设置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云

南文化产业综合馆”“创意昆明馆”“文化传承发

展馆”3 个展馆。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 ③ 10 月 19 日 ，“ 有 一 种 叫 云 南 的 生

活 ——非遗之夜”在云南省昆明市精彩上演，为

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2022—2023）拉开了

序幕。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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