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8.10A3 行 业
CONSUMPTION DAILY 实习编辑：贾淘文

六弦琴、卡垫、藏香、唐卡……过去，
这些产自西藏的特色手工艺品大多只能
在本地销售，产能极其有限。如今，借助
援藏项目帮扶，这些民族特色手工艺品
不仅开始规模化、品牌化生产，更是在

“互联网+”助推下，成功地飞往千里之
外。

藏族小伙变身“六弦琴大师”

在上海援藏项目的扶植下，日喀则
市拉孜县拉孜纪念碑广场一带正在修建
崭新的旅游综合体和强公村小康示范
村。藏族小伙顿加的央德扎念民族传统
手工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坐落在离纪念碑
广场不远的318国道旁。

在藏语中，“扎念”意为六弦琴。拉
孜被誉为“堆谐之乡”，“堆谐”是一种极
具民族特色的踢踏舞，而六弦琴正是本
地农牧民舞蹈时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

2018年 9月，在上海援藏项目资金
的扶持下，顿加成立了自己的央德扎念
民族传统手工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
吸引了 9户农牧民入社，筹备资金共 49
万。现有技术人员 7名，其中木工 5名，
画工 2名，另外还有学徒工 7名。如今，
合作社的六弦琴有四成销量来自线上，

六弦琴最远销往成都、甘肃等地。
据顿加介绍，2019年合作社向入股

的 9户农牧民家庭共计分红 9.75万元。
在合作社工作的员工每月收入也能有
5000元左右。

除了独特的“堆谐”文化，拉孜还有
着生产手工艺品的传统。合作社负责人
平拉告诉记者，目前合作社主要经营氆
氇、邦典、毛毯、围巾、围腰、藏式礼包、民
族服饰、羊毛绒、六弦琴、藏式家具等特
色产品的加工及销售。

在2019年搬迁至县城产业园区后，
合作社目前的占地面积扩大至 4800余
平方米，有员工119人，设有22个生产车
间。家住附近的社员都能来这里借助合
作社的场地与设备进行手工艺品加工，
合作社还会为他们提供免费午餐。平拉
说，2019年合作社实现总收入 138.6万
元，员工每月收入都有至少3000元。

传统产业迎来千万级市场

在紧邻拉孜的萨迦县，这里曾是
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萨迦唐
卡、八思巴藏香、泥塑面具，这些极具
特色的民族手工艺品都产自萨迦。在
过去，这些手工技艺均散落在民间，

2019年 5月，萨迦县
民族手工业园区正式建
成，唐卡、银器、面具等 8
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入驻园区。萨迦的民族手
工艺品从过去的单打独斗
开始走向“抱团式发展”。

在萨迦民族手工业创
业基地，唐卡、银器、面具、
藏香等不同手工艺品都有
着自己的工作室。在唐卡
工作室，记者看到除了传
统的唐卡作品以外，画师
们还在疫情期间专门绘制

了以一线医护人员为主题的唐卡作品。
据一名画师介绍，他正在制作的这

幅唐卡预计耗时五到六个月。而这样一
副经过长时间打磨出的唐卡作品，售价
往往达到数千乃至上万元。

萨迦泥塑面具有着900多年的制作
历史，是萨迦文化艺术名片，也是重要的
西藏文化符号。在过去，由于唐卡和泥
塑面具体积大，制作工序复杂，因而价格
高昂，难以打开市场。

萨迦县民族手工业创业基地负责人
仁庆欧珠表示，现如今在上海援藏项目
的帮扶下，基地目前正在打造能够为市
场接受的小型化手工艺品。当地手工艺
人也逐渐开始接受新的设计理念。从传
统手工艺走向市场化，仁庆欧珠的信心
源自于旗下八思巴藏香的成功转型。八
思巴藏香从发明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
史，它由藏红花、藏寇、红景天等几十种
名贵药材及香草手工制作而成，拥有防
虫、净化空气、提神醒脑等功效。

仁庆欧珠在沿袭传统配方的基础
上，开发出了包括藏香枕、车载藏香、藏
香礼盒等在内的50余种产品，让藏香真
正进入了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帮助藏香打
开更广阔的市场？仁庆欧珠说，这还要
感谢上海援藏干部的牵线搭桥。2019
年 8月，仁庆欧珠和他的团队被邀请参
加上海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
短短 5天内，仁庆欧珠带去的 30余箱藏
香便销售一空，总计销售额达到 88万。
八思巴藏香也进入“百县百品”首轮入选
名录。

如今，八思巴藏香在北京、上海、山
东、浙江、江苏、海南等地设立了20余个
线下体验点，87%的产品销往了西藏自
治区以外地区。仁庆欧珠还专门建立了
线上商城，通过“互联网+”经营模式，八
思巴藏香的销售额从2016年的500万元
一跃增长到2019年的3720余万元。

（东 方）

精致典雅的撒尼刺绣、妙趣横生的
高密剪纸、工艺精湛的赤水竹编……近
些年来，不少地区深入挖掘非遗资源，以
非遗文化助力脱贫攻坚。

当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边
远乡村，这里是脱贫攻坚的主阵地。丰
富的非遗资源遍布城镇村庄，通过非遗
助力扶贫，不管从非遗传承的角度还是
经济效益的角度，都算得上可优先选择
的脱贫路径。一个农户家里只要有一名
成员掌握了非遗方面的某项技能，就可
以实现居家就业，比如编织、刺绣、竹篾
加工等项目，既可以在家里做，也可以在
村里或者作坊里做，这样就解决了大量
人口的就业问题。

俗话说：“手艺是活宝，走遍天下饿

不倒。”对于农村很多贫困人口而言，“授
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非遗发展不能
仅靠“输血式”投入，更要增加“造血式”
收入。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是继传统工
艺工作站之后的又一传统工艺振兴举
措，工坊通过开展手工技能培训和产品
设计研发，为困难群众带来订单，为留守
妇女创造居家就业机会，同时壮大了非
遗传承人队伍。

非遗产业既能“高大上”，亦可“小而
精”。当非遗遇上扶贫，一边是濒临失传
的传统技艺，一边是压得老百姓喘不过
气来的贫困，二者携手互促往往能擦出
别样火花。非遗扶贫让贫困户变成手艺
人，增加的不仅是贫困户的收入，还有荣
誉感、成就感和文化自信，激发的不仅是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还让他们
多了一份传承非遗文化的身份感和使命
感，非遗扶贫在“扶志”“扶智”方面作用
凸显。一边脱贫一边保护文化遗产，一
举两得。

把非遗变成“脱贫生产力”并不简
单，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譬如，其文
化属性多于商品属性，难以实现市场转
化；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应用场景狭窄，
市场需求不大；产品宣传不到位，不被更
多消费者认知；销售渠道不畅，市场受到
地域限制；缺乏品质管理，产品质量不稳
定；囿于手工制作，成品效率太低，经济
效益不足……突破困境，需要多方合力。

非遗是文化的载体，其传承需要保
持自己“原汁原味儿”，但绝不是要墨守

成规、一成不变。非遗要想长足发展，万
不可给自己定位成远离当下、孤芳自赏
的“老物件”，而是要与时俱进，主动回应
现实需求。传统技艺要想增添新鲜活
力，就要积极对接现代审美习惯，在“不
串味”“不变味”的前提下，对非遗周边产
品进行优化设计，促进产销对接，寻找与
市场需求的契合点。如此，方可吸引年
轻力量加入到非遗传承队伍中来。新一
代的非遗传承人必须懂手艺，还要有独
到的艺术感觉和创新设计。

努力做到让非遗老宝贝既是传统的
又是现代的，才能具备持久的魅力。见
人见物见生活，非遗的传承绝对不是一
成不变的刻板传递，而是融入爱的自然
生长。 （央 广）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博山琉璃业
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原有的琉
璃作坊经过改组合并，一跃成为国
营工厂，生产设备、制作工艺不断提
升，产品研发不断拓展，以博山美术
琉璃厂为代表的大型琉璃企业应运
而生，并发展成为全国琉璃业的翘
楚。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淀、研发，
截至目前，博山琉璃产品有几十个
门类，上千种类型，近万种花色，其
代表性作品如琉璃花球、花插、摆件
等热成型产品技艺独特、神妙奇工、
令人叫绝；琉璃内画产品工精艺绝、
独树一帜，称为内画艺术的“山东画
派”，套料雕刻及名贵色料“鸡油黄”

“鸡肝石”雕刻制品古朴凝重，饮誉
海内；灯工产品玲珑小巧、细腻雅
致，让人叹为观止。其中最为世人
熟悉和认同的，当属琉璃内画和名
贵料器“鸡油黄”。

博山名贵料器“鸡油黄”则兴起
于明初，盛产于乾隆年间。后来经
过社会变革“鸡油黄”制作工艺一度
失传。1972 年，博山美术琉璃厂经
过反复试验中，终于使“鸡油黄”重
现人世。

近年来，传承人孙云毅在父辈们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潜
心学习和创新创作，在材料、工艺和
技术及器型设计等方面不断改进，
系统地改良了“鸡油黄”的技术和配
方，使“鸡油黄”的制作和以“鸡油
黄”为基础的琉璃浮雕加工工艺得

到了保护、继承和发展，大幅提高了
成品率及产品颜色的纯正度。“孙氏
鸡油黄”烧制技艺被评定为山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技术和配方被
国家专利局批准为发明专利。

在市场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如今
的博山琉璃行业也早已进行了大洗
牌，一批个体琉璃企业应运而生，成
为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不仅接过了

“博山琉璃”这面鲜艳的旗帜，还以
更宽的视野，更高的责任心，将博山
琉璃推向世界。

目前，博山有琉璃大师工作室
30 余个，有爱美琉璃、精美琉璃、金
祥琉璃、西冶工坊、人立文创等规模
以上重点琉璃生产企业 13 家，琉璃
产业直接从业人员有 5000 余人，为
博山琉璃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厚实的
基础。

今年 3 月，暖春扶贫大剧《绿水
青山带笑颜》火遍全国，人们在为剧
中主人公返乡创业、携手共建美丽
家乡的故事所感染的同时，也被博
山琉璃的绚丽多姿所吸引。与剧中
同名的企业西冶工坊，更是凭借精
美的工艺品吸引了更多慕名而来的
游客和客户，成为有名的网红打卡
地。5月 29日，“齐品·淄博”品牌首
发式暨直播月活动启动，首批筛选
的 40 家入库企业中，博山多家琉璃
企业产品以知名度高、辨识度强、影
响力广强势入选，成为众多网红的
首选目标。

（文 综）

本报讯 近日，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制订《关于加快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明确在未来 5年，将充分挖掘传统工艺美术特
色技艺品种，培育壮大人才队伍，增强产业创新能
力和技术水平，推进工艺美术实现特色化、集聚化、
品牌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进而促进全域旅游、
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的全面发展。

建立传统工艺美术振兴目录。对全县传统工
艺美术行业进行深入细致的摸底调查，对具备一定
传承基础和生产规模、有发展前景、有助于带动就
业的项目，建立《陵川县传统工艺美术振兴目录》。
对列入振兴目录的项目予以重点支持，同时对传承
基础好、有一定生产规模和发展前景、有助于带动
就业的传统工艺美术项目，做好申报、实施工作。
重点做好首饰、编织、剪纸、布贴画、手工灯彩、雕刻
等传统工艺美术项目的规模化生产与品质提升工
程，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实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扶持计划。按照“保护
为主、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对传统工艺美术类项
目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建立档案资料、拍摄专题
片、征集实物作品、筹建展示馆和传习所、培养传统
手工艺人才，落实保护与传承措施，按照“六个一”
标准开展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生产性保护工作。对
当年度新增的规模以上工艺美术企业享受晋城市

“小升规”的相关奖励政策；对当年新增营业收入
200 万元、500 万元、1000 万元以上的工美企业，分
别给予 1万元、3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扩大传统工艺美术传承人队伍。积极申报国
家和省、市工艺美术大师。支持工艺美术大师参评
晋升，适当放宽传统工艺美术类非遗项目传承人评
选条件，鼓励技艺精湛、符合条件的中青年传统工
艺美术传承人进入工艺美术大师队伍，调动年青一
代从事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积极性。对获得“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晋城市工
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2 万元、2000 元。鼓励大师带徒传艺，国家
级、省级、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每带 1名学徒，分别按照每月 800元、300元、100
元的标准对大师给予补贴，带徒授艺培训补贴每年发放一次。

同时，培育传统工艺美术知名品牌，提高传统工艺美术产品的设计、制
作水平和整体品质，支持工艺美术企业申报品牌，增强品牌的综合实力和产
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传统工艺美术振兴发展新路径，结合乡村旅游开
发，探索“基地+农户”“基地+院校”“基地+旅游”等不同发展模式，推动传统
工艺美术作品的生产、设计等与发展乡村旅游有机结合。

本报讯 8 月 2 日，在北京崇文门
西大街华宝宫展厅内，“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大使、参赞，欣赏了苗家妇
女刘英制作的苗绣产品。

“我们制作的苗绣产品得到了向
世界展示的机会，这代表贵州民族文
化走出了大山，走向世界，获得更多
关注。”刘英说。

40 岁的刘英是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人。她从小学
习苗绣，凭着精湛技艺，成为黔东南
州凯里市市级苗绣传承人。20 多岁
时，刘英到北京做苗绣生意，创建了
自己的工作室。2013年为回报家乡，
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她回到凯里市注
册了一家公司，从事苗族服饰以及苗
绣家居用品等制作生产，目前年纯收
入 700万元至 800万元。

刘英说，苗族文化需要走出深
山，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为了让苗族
文化走出去，她一边收藏传统苗族服
饰，抢救日渐濒危的遗产，一边推广
苗族文化，依托家居用品、生活用品
等创新苗绣产品、扩大市场，以此带
动全州 1000多名绣娘就业，产品远销
法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

刘英并非个例。在安顺市天龙屯
堡景区入口处的一家东方蜡染展示
厅内，各种蜡染产品销售火热。据展
厅老板杨正华介绍，蜡染在苗族群众
中属三大技艺之一，他出生、居住的
安顺市被誉为中国“蜡染之乡”。

“蜡染全部纯手工制作，过程涉
及数十个步骤，加上浓郁的民族特
色，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杨正
华说，近年来，通过不断到外地做展
示和推广，他的蜡染生意越做越好。
2013年以来，其蜡染厂一年制作蜡染
产品约 10 万件，销售额四五百万元，
产品除了在国内销售，还出口欧美国
家。

政府也不断加大扶持力度。拥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53项 72个保护点、占全国名录总数的
3.9%的黔东南州，近年来高度重视发
展民族文化，通过政策扶持、传承保
护等举措，推动传统民族工艺品产业
迅速发展。目前黔东南州民族民间
工艺品加工企业近 3000户，民族工艺
品产业产值约 25亿元，重点民族工艺
品加工企业带动就业人数 2 万人，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超过 3000人。

近日，2020年粤桂扶贫协作侗族刺绣和侗族织锦技艺非遗传承培训
班在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开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用“云课堂”的方式生动展示了苏绣技艺，近百
名侗族绣娘通过“云课堂”方式，巧妙借鉴苏绣技法来改进侗族刺绣和侗族
织锦等传统技艺。

近年来，三江侗族自治县积极引导当地侗寨妇女发展侗族刺绣、织锦
等“指尖经济”，让侗族妇女在家门口就业、创业，侗族刺绣逐步成为一项十
分具有潜力的文化经济产业。

（龚普康 袁拥民 梁秀明）

“互联网+”助推传统手工艺走向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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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课堂”让侗族绣娘在家门口创业

“老手艺”成为脱贫“新动力”

贵州民族工艺品步出“深闺”走向世界

博山琉璃：

“鸡油黄”成“新网红”声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