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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助力精准扶贫行稳致远——

看见文化的力量
赵若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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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赵若姝、杜洁芳摄影）

连续 6 年减贫人数 1000 万以上、全国 52.4％的贫困县脱贫

摘帽、全国累计 10 万个贫困村脱贫退出……国家统计局、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等部门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再一次将大众的目

光聚焦于正在火热进行中的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

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向前推进。文化和旅游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总体部署，以传统工艺振兴为重

点，大力推进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非遗

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利用一双巧手和一项

技艺脱贫致富。

以传统工艺项目为抓手以传统工艺项目为抓手,,促进就业增收促进就业增收

传统工艺是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千家万户，涉及衣食

住行各个方面。数据显示，目前，国务院公布的 4批 1372项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传统工艺类项目占总数的 30%，它们凝结

着历史的厚重与智慧，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藏传佛教、神话故事、史诗、藏族历史人物及传统知识为

内容，以唐卡、壁画、堆绣、雕塑等绘画造型为表现形式的热贡

艺术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热贡艺术诞生于青海省同仁县，是

当地众多农户代代相传的一门手艺。近年来，通过把传习所建

设与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等多种形式，热贡艺术在同仁全县遍

地开花。据统计，截至 2018年底，同仁县共有热贡文化企业 133

家，从业人员 2.1 万余人，全年经营收入 7.51 亿元，同比增长

20.04%，人均增收 3.6 万元，昔日祖传的传统工艺已成为同仁县

百姓增收致富的法宝。

通过传统工艺实现文化事业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的双赢，

同仁县不是个例。2018年 5月，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布了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共有 14 个门类 383 个项

目入选，其中，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项目占

比 65%。2018 年至 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通过国家非遗保护专

项资金共计补助上述项目振兴经费 1.2亿元，用于支持开展理论

和技术研究、人才培养、展示推广等各项工作，传统工艺带动各

地群众就近就业、居家就业的独特优势日益凸显。

强基础强基础、、阔眼界阔眼界、、增学养增学养，，以研培赋能非遗传承人以研培赋能非遗传承人

自 2015 年起，文化和旅游部依托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

划、传统工艺工作站建设等项目，对贫困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

能力提升工作。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实施过程中，各

地均将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传统工艺项目作为研培计划实施重

点，优先组织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传承人群参与培训。

为进一步赋能贫困地区，去年起，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加强

对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与文化和旅游部定点支持

县（市）的支持力度，支持开展“非遗+扶贫”传统工艺技能培训，

大量覆盖来自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传承人群。

西藏尼木县雪拉藏鼓制作技艺自治区级传承人噶伦正是

其中的受益者。今年 9 月，他在前往河北丰宁县参加全国非遗

基层保护工作队伍“非遗+扶贫”专题培训班的飞机上，还流下

了激动的泪水。“作为传承人，受到国家的关心比卖鼓赚到钱更

让我有幸福感。”噶伦说，“我通过雪拉藏鼓改善了生活，也要进

一步担当起传承责任，帮助更多人。”如今，噶伦的尼木县雪拉

传统藏鼓手工制作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正带领 5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利用非遗脱贫致富。

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在第一批 10 个“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开展因地制宜、灵活

多样的培训和巡讲活动，并补助经费 250 万元。截至今年 6 月，

青海、西藏、新疆、四川、贵州、云南、河北、内蒙古等地共开展培

训和巡讲活动 210多次，总计培训超过 1500人次，提高了从业者

技艺技能，扩大了传承人群数量，同时培养了一批带头人，培育

起一批当地企业，形成了各地开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的中

坚力量。

强化传统工艺工作站建设强化传统工艺工作站建设，，
搭建精准扶贫的工作平台和服务平台搭建精准扶贫的工作平台和服务平台

根据《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原文化部鼓励和支持有较

强设计能力的企业、高校和相关单位到传统工艺项目聚集地设

立传统工艺工作站。经过两年的沉淀，目前，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等企业、高校和机构已在新疆哈密、湖

南湘西、贵州雷山、青海果洛等地设立了 15个传统工艺工作站，

通过培养队伍、设计产品、引入订单、销售产品等举措，帮助当

地百姓获得实实在在的收入。

新疆哈密维吾尔族刺绣是中国刺绣大家庭中颇具特色的

一个品种，在传统刺绣中独树一帜。2016年 3月，原文化部在哈

密设立了全国首家传统工艺工作站，通过设计企业、高校与地

方工作站三方合作的方式，推动传统刺绣工艺的保护传承与市

场开发。

工作站驻站设计师卡德尔·热合曼通过该平台掌握了先进

的设计理念，设计出一系列融合哈密传统文化与时尚元素的作

品。截至目前，新疆哈密传统工艺工作站帮助当地创立“密作”

品牌，梳理了哈密刺绣相关纹样 3000 余种，研发耳机、靠枕等

800 余种新产品，培训绣娘 5420 名，带动 1200 余名绣娘月均增

收 1000 元。卡德尔表示，传统刺绣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促进了

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有效保护和传承，也为农牧民脱贫致富开

辟了一条新路。

在湖南，湘西传统工艺工作站的“让妈妈回家”计划，让拥

有苗绣技艺的外出打工妈妈返乡从事祖辈相传的手工技艺，进

一步提升贫困地区造血能力。其中，石栏镇苗绣基地指导子

腊、排吾等村 20多家苗绣服饰个体户发展生产，带动 160余名农

村妇女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据不完全统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现已创造相关就业岗位近 3000 个，直接带动相关人员年增

收 5000元以上。

加大投入加大投入，，扎实推进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建设扎实推进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建设

甘肃临夏砖雕县级传承人张海林从事砖雕行业 25 年了。

多年以来，张海林在家庭作坊制作砖雕，总要操心原料、水电等

成本问题，担心销路没有保障。2017 年，张海林来到依托临夏

青韵砖雕有限公司建成的临夏砖雕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与以往

不同，他现在在工坊只需要根据订单生产，月收入就能达到六

七千元。

张海林的故事正发生在越来越多人身上。2018 年 7 月，文

化和旅游部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的通知》，以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为重点，兼顾部

分少数民族国家级贫困县，确定了新疆墨玉、甘肃临夏、西藏尼

木、云南怒江、贵州雷山、广西龙州、湖南花垣、河北丰宁、四川

凉山、青海同仁 10个“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支持设立非遗

扶贫就业工坊。

截至今年 6 月底，10 个地区共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156

家，部分带动效果明显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项目已纳入县级脱

贫攻坚项目库，得到了相应的资金支持。各地还逐步形成了

“政府+电商平台+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贫困群众”的帮扶模式，

依托 82 个就业带动强、市场前景好的非遗项目共推出 142 个特

色品牌。各工坊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人数达到 5855 人，实现上

半年总收入 5194万元，人均月收入 1478元。

多方共建展示销售平台多方共建展示销售平台，，推动非遗走向市场推动非遗走向市场

产品能否进入市场是检验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

果的最后一环，也是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能否落地的关键环

节。随着非遗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各地通过在景区、历史街

区设立展示展销窗口，在各类博览会、集市、节庆活动中增加产

品展销环节，结合互联网电商平台开展工坊产品线上展示、销

售等形式加强产品展示展销，高校、研究机构、设计企业、电商、

新媒体等社会力量，对传统工艺产品生产、销售、推广的引领和

推动作用逐渐显现。

贵州省级非遗项目“赤水竹编”所在地赤水市，是中国十大竹

乡之一，有楠竹、慈竹、斑竹等 200多种竹子。当地过去都是直接

将竹子拿去卖，平均每吨 450 元左右。如今，当地贫困户将竹子

精细加工成竹编画、竹篮等工艺品，借助互联网和电商，将“指尖

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增加了公众对赤水竹编的认知和认可。

互联网和电商的助力只是社会力量参与非遗扶贫的一个

侧面。据了解，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连续两年举办“中国纺织

非遗大会”，将一批纺织类非遗项目的扶贫带头人评选为中国

纺织非遗推广大使；首创集团下属的首创乾元传统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在北京设立非遗主题园区，为贫困地区传统工艺产品提

供研发、交流、展示、销售空间……多主体的广泛参与扩大了非

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的影响力，为贫困地区带来了更多的社会

资源支持，也进一步促进了相关产品与市场的对接，形成多赢、

共赢的工作格局。

今年上半年，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支持在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

等大型文化展会设立传统工艺专区，搭建展示交易平台。各地

也通过开展东西协作，不断拓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成果展示传

播渠道，有效提升非遗项目和相关产品的社会影响力。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

作气、顽强作战。与此同时，部分地区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

中所存在的生产基础薄弱，专业人才匮乏，产品设计、生产管

理、市场营销能力欠缺，推广渠道单一等难点重点问题也不容

忽视。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通过扩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覆盖范

围，持续开展针对性传统工艺技能培训，持续引入研发、销售、

投资等各方资源，推动非遗项目与旅游等相关资源的整合力

度，探索精准扶贫新路径，助力非遗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