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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司一级巡视员王晨阳表示，
截至目前，全国设立的非遗扶贫就业
工坊已经超过 2000 所，带动非遗项
目也超过了 2200 个，培训了将近 18
万人，带动将近 50万人就业，帮扶了
20多万贫困户的脱贫。

6月 13日是 2020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遗产日前
后将集中开展系列非遗宣传展示活

动。受疫情影响，今年的遗产日非遗
活动以网络平台开展为主，各地线下
活动在服从当地疫情管控的各项要
求和规范下举行。6 月 1 日，文化和
旅游部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对有关
情况进行发布。王晨阳在回答记者
相关提问时作出如上表述。

王晨阳表示，非遗扶贫是文化和
旅游部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开展的
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支持各地依托

以传统工艺为主的非遗项目，建设非
遗扶贫就业工坊，实现就地就业、居
家就业，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
年，加之受到疫情影响，脱贫攻坚的
任务更重。王晨阳称，随着疫情防控
常态化，网络销售、网络传播、在网上
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已经成为趋势，
举办非遗购物节是在抗疫背景下开
展的非遗扶贫的重要举措，希望能够

通过此次活动，让工坊店铺在线上进
行试水，帮助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带
头人树立“电商”的理念，拓宽他们的
销售思路，推动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及
相关店铺产品的销售，助力脱贫攻
坚。

“可以说，这次非遗购物节，就是
在网上打一场网络脱贫攻坚战。”王
晨阳说。

（中 新）

工美数博全称叫工艺美术数字化
博物馆，是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
心联合艺逐科技 2020年 4月启动建设
的国家振兴工艺美术产业重要项目之
一。

4月 28日，一则《关于工艺美术产
业公共服务平台专项宣传及工艺美术
数字博物馆建设工作的邀请函》在工
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官方网站刊
发，标志着工艺美术数字化迈上时代
新里程。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4 年《关
于工艺美术行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到
2020 年底，工艺美术行业要建立起多
个行业服务平台。建设工艺美术数字
化博物馆，充分发挥科技优势，整合聚
集工艺美术产业优质资源，运用“大数
据+区块链”技术建设工艺美术数字博
物馆和服务平台，创新工艺美术产业
在产品运营、品牌塑造、作品溯源、匠
人创业、数据服务、市场营销等模式，
将工艺美术产业打造成数字时代新经
济模式，从而实现工艺美术产业的转
型升级。

工艺美术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是
按照国家加快建设发展“数字基建”的
要求，运用新理念、新模式、新手段、新
机制，促进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
展，推动工艺美术产业转型升级。

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在第四届中
国工业文化高峰论坛上指出，“要大力
推动中国工业精神的传播和传承，进

一步弘扬工匠精神，推动工业文化产
业发展。”

“当前，我国工艺美术行业仍处在
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执行理事长周郑生在第六届协
会理事会上发言说，随着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
人们的消费能力日益增强，消费结构
不断改变和持续升级，这些都为工艺
美术文化产业造就了新的更大的市场
需求。

周郑生表示，要坚持把调整优化、
创新驱动作为行业和企业的“立业之
本”。与旧常态相比，新常态时期经济
发展的关键词已经从“高速增长”变为

“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要坚持依
靠高科技手段，提高工艺美术产品的
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专家说的意思是我国工艺美术整
体实力不强，特别是一些工艺美术产
品和行业很有特色的地区，面对产业
升级，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我们的竞
争力还不够，需要积极发挥科技手段
来助推工艺美术产业发展。

根据近几年《工艺美术产业白皮
书》研究表明，我国部分地区工艺美术
从业者和企业在技艺传承和企业发展
中，还存在着获取信息不够、产品竞争
力不强、工匠技艺传承无序的状况。
部分企业管理滞后，观念陈旧，配套功
能薄弱。原因是各地推进工艺美术产
业发展方式各异，没有形成一个权威

完整的数据库平台进行产业的聚集展
现和引导支撑，造成各地在工艺美术
发展中创造名牌企业少、产业化程度
不高、技艺传承差、融资难等问题，极
大地制约了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

在 2019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管理
暨产业扶贫座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就指
出，工艺美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
在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将要集聚
各方资源形成合力，推动传统工艺美
术行业高质量发展，就要与先进技术、
现代时尚结合，提升工艺美术传承创
新能力；还要加强传统工艺宣传推广，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从曹学军副司长
的讲话中不难看出，国家把科技创新
手段扶持工艺美术发展，放在非常重
要的位置。

如何发挥数字化手段，帮助工艺
美术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一些地区和
工艺美术产业区已经开始了很好的尝
试。如福建的仙游、莆田，通过电商平
台和网上直播，将工艺美术产品卖到
了全世界。虽然有一些地区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尝试，但从全国来看，运用数
字化手段助推工艺美术的地区还不
多，发展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也没有一
个全国性的权威数字化平台，汇聚工
艺美术产品，对产品进行统一标识，提
供一个良好的产供销渠道。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积极面

对工艺美术行业发展现状，联合艺逐
（北京）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充分发
挥科技优势，运用数字化手段建设工
艺美术数字化博物馆，全方位推进工
艺美术行业的产业升级，助力工艺美
术文化发展。助力举措由“五项运营”
和“ 三 大 工 程 ”组
成。“五项运营”具
体来说就是工艺美
术新媒体联合运营
（匠心传播）、工艺
美术全数字化博物
馆（大师精品）、工
艺美术毕业生创业
支持（双创孵化）、
工艺美术社区电商
运 营（ 新 零 售 模
式）、艺逐工美数字
经济研究院（技术
与标准）；“三大工
程”包括：工艺美术
大 师 品 牌 传 播 工
程、工艺美术毕业
生 就 业 升 级 计 划
（工程）、工艺美术
企 业 品 牌 塑 造 工
程。

通过聚集产业
资源、弘扬工匠精
神和推进产业升级
等举措，将工艺美
术产业与市场需求

紧密结合，使助力行动更具有效性、针
对性和可落地性。同时，在为工艺美
术产业的大师工匠（匠人）、学生（年轻
一代、继任者）和企业（含企业性机构）
提供切实可行的帮扶服务中，实现工
艺美术产业的不断增值。 （综 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
化发展中心微信公号近日发
布消息，为进一步推动金融
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依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建设
银行共同签署的《推动工业
和通信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
作协议》，工业和信息化部工
业文化发展中心与中国建设
银行公司业务部携手合作，
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作用，积极推动工业文化产
业发展。

未来三年，建行将在业
务范围内和满足风控要求的
前提下，在信贷规模、信贷政
策、业务效率等方面，提供不
少于2000亿元人民币的意向
性综合授信额度，为工业精
神传播、工业设计、工艺美
术、工业遗产、工业旅游、工
业博物馆（博览馆）、质量品
牌、工业文化创意（工业文学
艺术作品传播推广）、工业科
普、工业文化教育、工业题材
影视剧制作等文化产业实体
或项目，以及绿色工业、文化
装备和产品类制造业企业提
供个性化、专业化的综合金
融服务。

同时，将围绕制造业产
业集群企业文化展示中心、工业文化产业，
培育以工业文化为载体的文化体验园、研学
基地、文化创新创业园区等，打造工业文化
嘉年华。加强5G、超高清传输、数据中心、
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与工业文化的融合发展，打造一批 5G+
4K高清工业文化产业项目，推进智慧文化
产业发展。

（人 民）

“五项运营”“三大工程”助力行业发展

工美数博：数字经济振兴工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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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重庆市城口县鸡鸣乡扶
贫工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
象，几张桌子被大家拼凑在一起，相互
靠拢，桌上放满了各类制作工具和原材
料，十多名“巧娘子”分布在桌子两旁，
卷起袖子，专心致志的用手中的细线将
一颗颗小珠子串在一起，她们正在学习
一种新的手工艺品——珠子画。

“前几天政府邀请专业主播帮助
我们在网络上售卖，没想到我们的产
品受到这么多人的的喜爱，销量更是
增加了不少,很多客户都提前预定了我

们的产品。”这位愉快地与人分享的妇
女，名叫丁小兰，是鸡鸣乡扶贫工坊的
班组长。本是全职家庭妇女的她，经
过扶贫工坊的多次培训，已是大家眼
里的“巧娘子”，香包、娃娃、串珠、扎染
等，都是她的“拿手绝活”。“现在大家
正在学习的珠子画，也是一项技术
活。珠子画要多费点时间，串珠之间
的间距要把握好，差一点都不好看。”

据了解，城口县鸡鸣乡女子手工
作坊自 2019年 6月成立以来，带领辖
区居民充分发挥手工特长，帮助失业

人员、贫困家庭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增
强就业能力，实现居家就业。“在大家
能够独立完成作品的基础上，扶贫工
坊长期免费提供原材料，并对制作成
品予以回收。”鸡鸣乡宣传委员杨世兰
介绍道，为免去“巧娘子”的后顾之忧，
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政府还负责为
制作的成品寻找销路。

“现在每月能有上千元的收入，贴
补家用是完全足够的。”因家里老人小
孩需要照顾，张英没能外出工作，一直
在家。“如今在家门口免费学到了手

艺，还有工资可拿！家里老人、孩子也
可以同时兼顾到。”张英的脸上露出满
意的笑容。

“近一年来，扶贫工坊开展各类培
训活动 10多次，培训人数达 500多人
次，带动全乡近百名贫困户脱贫增
收。现在，有 30多名妇女以制作手工
艺品作为主要经济来源，随着制作水
平的提升，扶贫工坊的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订单接连不断，下一步我们计划
带着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鸡鸣
乡相关负责人说。 （重 报）

日前，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
到，为扩大就业岗位，拓宽当地贫困群众增
收致富渠道，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安排 4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扶贫基地发展壮
大。

2019年，青海省启动青海省民族手工艺
品加工生产扶贫基地申报工作，各地民族手
工艺行业备受关注。经各地文化和旅游部
门逐级推荐，日前，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对
本省首批 111家民族手工艺品加工生产扶贫
基地正式命名颁牌。

此次入选的民族手工艺品加工生产扶
贫基地，通过用工带动发展的方式，直接解
决当地群众就业 6800人，实现贫困人口年均
增收 1.2 万元，有效促进了贫困群众增收和
脱贫。涵盖青海全省民族手工艺行业，包括
青绣、唐卡、金银铜器、雕刻雕塑、藏毯、民族
服饰、牛羊毛手工编织、陶艺、藏香、创意产
品、藏刀、弓箭、民族乐器、藏饰品等 14个种
类，分布在全省文化产业的多个方面，它们
依托当地文化资源优势，开发产业项目，面
向市场开拓创新，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双效统一，在推动产业扶贫方面作出
了积极贡献。

据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青海全省各地手工艺人开创了“手工艺
品+生产车间+扶贫”的模式，体现青海元素
的民族手工艺品热销国内外的同时，也带动
了百姓增收致富。在省内外文博会、文创会
上，随处可见青海特色工艺品，这些工艺品
中，有民间艺人用双手制作的特色手工制
品，也有文化企业生产的创意产品，种类涵
盖藏绣、唐卡、石艺画、黑陶、金银铜器、民族服饰等八大类六千多个
品种。2020年年底前，青海全省将建成 180家以上的民族手工艺品加
工生产扶贫基地，通过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大技艺培训，加强创意研
发，创造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产品。 （海西都市报）

全国已设立超2000所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培训近18万人，带动近50万人就业，帮扶20多万户脱贫

“巧娘子”家门口学手艺、拿工资

重庆市城口县开展巧手助脱贫活动

云南省大理市文化和旅游局充
分发挥大理市文化底蕴丰厚、旅游资
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实施“非遗+旅
游”扶贫项目，拉动乡村产业发展；

“对症施治”破解山区脱贫攻坚造血
功能不足难题，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在文化旅游部门的积极主导下，大理

非遗传承人和手工艺品走进北京“深
山集市”、亮相英国伦敦，走出了一条
旅游扶贫的特色之路。

大理市下关镇吊草村彝族青年
瞿标祥是一位彝族服饰非遗传承
人。2016 年，他注册成立大理市结
缘首饰有限公司，带领村民为丹麦、

瑞典、英国等欧洲国家订单生产手工
结绳系列首饰、挂件产品，开拓了一
条文化旅游相结合的脱贫致富之路。

手工结绳是彝族地区世代传承
的一门古老的非遗技艺，瞿标祥从小
就跟着奶奶学会了这门技艺。2003
年，在大理古城洋人街摆地摊的瞿标
祥与丹麦设计师 Soren 结缘，打开了
将彝族结绳技艺与欧洲色彩应用碰
撞，为生产欧洲奢侈品品牌首饰的

“潘多拉盒子”，培养了一支技艺精湛
的核心团队。

成立大理市结缘首饰有限公司
后，瞿标祥注册了“结绣门”时尚手作
品牌，由 20 多名核心团队成员组成
了公司的设计、质检、试销、生产团
队，又在村民中培训 500 多人，发展
了 30多名固定员工，其中有 6户低保

户、一位残疾人。目前，公司已开发
手工结绳手链 1000多款、项链 800多
款，剪纸（刺绣底稿）60多款、刺绣样
片 500 多款、彝族服饰 100 多套。去
年、前年出口销售额均为 100多万人
民币。今年 1—3月已出口销售 20多
万元人民币。

吊草村是一个至今仍保持着浓
郁彝族文化的小山村，每个小女孩生
下来，妈妈都会不惜穷尽一生的时
间，为她精心缝制一套最奢华、最漂
亮的嫁衣。凭借这套美丽的嫁衣，瞿
标祥在设计、创新手工结绳系列产品
之余，又联合当地影楼，开发了“云岭
最美嫁衣”旅拍品牌，通过微信、网络
预约，吸引对彝族文化感兴趣的游
客，到吊草村拍摄“最美嫁衣”写真
照。

在大理市文旅部门的支持下，瞿
标祥还与当地旅行社合作，推出了

“寻找美丽吊草村”旅游产品，由村民
充当讲解员，为来到吊草村的游客讲
解彝族民居、服饰、刺绣产品，带领游
客体验结绳技艺。依托原汁原味的
彝族文化，无论是画画的、拍照的、寻
找美食的游客，还是舞蹈、音乐采风
的艺术家，都能在这里找到最触动心
灵的旅游体验。

在大理市结缘首饰有限公司上
班的 20 多位固定员工，每人每天有
80元的保底工资，管一顿中午饭，计
件领取效益工资。另外 30多位村里
的固定员工和外县的 20多位季节用
工，则是领取了样品和原材料之后在
家里编制，交货时根据完成产品的数
量计件领取工资。一个工人一般每

天可做 8—9 条手链，最低回收价 10
元/条，每天有 100元左右的收入。最
熟练的工人，每天最多可做 20 多条
手链。2019 年，公司的账面工资一
共支付了 78万元。

2020年 1月，瞿标祥与崇圣寺三
塔旅游景区签订了合作协议，每月供
应 景 区 5000—10000 条 文 创 手 链 。
并与残联达成协议，将举办残疾人培
训班，培训残疾人为公司计件加工，
帮助残疾人脱贫。此前，瞿标祥已与
劳动就业局合作，在上关镇举行了两
场共计 300多人的结绳、刺绣技术培
训。下个月，还有一期与妇联合作的
贫困妇女就业培训。这些培训对象，
都将成为大理市结缘首饰有限公司
的计件用工。

（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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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市文旅结合走出特色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