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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记者胡璐）13 日
是我国第四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自加入《世界
遗产公约》以来，我国已成功申报世界遗产 55
项，其中，文化遗产 37 项、自然遗产 14 项、自然
与文化双遗产 4 项。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自然遗
产和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是近年全球世
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这是记者 13 日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的。据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有武陵
源、九寨沟、黄龙、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

地、中国南方喀斯特、三清山、中国丹霞、澄江化
石地、新疆天山、湖北神农架、青海可可西里、梵
净山、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14 项
世界自然遗产，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
佛和武夷山 4 项双遗产，总面积达 6 . 8 万平方
公里，保护了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
遗迹。

这位负责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探索建立
了自然遗产依托自然保护地管理的机制，提升
了自然保护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水平，实现对世

界自然遗产、双遗产的科学保护和有效监管。
同时，通过完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相关法律、
制度和规定，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
还草还湿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强森林、草原、
湿地等自然资源监督管理，加大对遗产地生态
保护修复力度，维护遗产地的完整性和原
真性。

在自然遗产资源保护中，我国坚持生态为
民、科学利用，将资源保护与民生发展相结合，
通过特许经营、利益共享、生态补偿、生活补助

等多种方式惠及民众、改善民生。各遗产地通过
开展适当的旅游展示活动，拉动了住宿、餐饮、
交通、土特产加工、手工艺制作等相关产业
发展。

据了解，世界遗产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
区域和文化遗存。截至目前，已有 193 个国家加
入《世界遗产公约》，1121 个项目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 869 项、自然遗产 213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39 项。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记者刘芳洲、
詹奕嘉、王婧菲、刘昱）
非遗是历史的见证，是
人民智慧的象征。今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
活动主题为：“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
承载着厚重的文化

和智慧，非遗正以年轻
人易于接受、乐于参与
的方式，传播着传统美
德和人文精神，更助力
脱贫攻坚，共同迈进全
面小康。

“中国草”到夏布

收来的夏布搭在院
中晾晒，谭智祥透过阳
光仔细观察着每一处细
节：麻线排列整齐，呈现
自然的淡黄色。谭智祥
再清楚不过，从一棵苎
麻到一匹优质夏布，背
后是大大小小的 60 多
道工序。

苎麻在国际上被称
为“中国草”，以其为原
料编织的夏布，因清凉
舒适、轻薄透气，且常在
夏季穿着而得名。浏阳
夏布织工精巧、质地细
腻，自清代起就远销日
本等地，2016 年列入第
五批长沙市级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名录。

谭智祥是家中制作夏布第五代传承人，也是浏
阳夏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辉煌、黯淡、
新生，谭智祥是浏阳夏布命运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浏阳夏布依托各大外贸
公司大量出口海外，年销量在 10 万匹以上。然而好
景不长，夏布制作工艺复杂、出品较慢、工钱较低，人
们在农闲时更愿意去报酬高的花炮厂工作。

2014 年，经营一家烟花企业的鲁松元有一次在
高坪镇，看到在自家院内打麻、绩纱、织布的谭智祥
和挂在架子上的夏布时，他想起了儿时家里曾用过
的夏布蚊帐、门帘。

“夏布透气凉爽，我们家家户户都用过。”鲁松元
说，夏布取材于自然，又是纯手工制作，可以衍生的
产品有很多，现在却淡出人们的视野。“我们应该让
夏布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

新生，从改变开始。浏阳市文化产业园牵头成立
了夏布文创中心，鲁松元成立的浏阳心之夏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就在其中。他拜谭智祥为师，学习夏布的
制作流程，并设计了箱包、服装、墙布、门帘等夏布文
创产品。

新生，让夏布走向世界。2018 年，心之夏公司的
文创产品在法国的巴黎博览会展出。来自浏阳的设
计师易洪波，将夏布服装带上纽约国际时装周的舞
台。浏阳夏布及各类文创产品销往日本、韩国、法国
等海外市场。这根“中国草”，成为别具一格的“中国
包”“中国衫”……

新生，让更多人因夏布过上好日子。谭智祥将高
坪镇各村农户组织起来，由他提供苎麻原料，再送往
农户家中分纱、织布，每人每天有 80 元收入，将近
200 人足不出户就能增收。

潮州木雕：“多重镂空”的惊艳出场

木槌敲击着刻刀，木屑纷纷掉落，一个“虾蟹穿
行追逐的木篓”初现雏形……年过六旬的潮州木雕
传承人何汉林正在雕刻一件半米高的作品《蟹篓》。

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潮州
木雕，主要流行于广东潮州、汕头、揭阳等古代属“潮
州府”的地域。操着一口浓重潮汕口音普通话的何汉
林说：“我在一整块樟木上逐层雕刻，除了大面积掏
空得使用电钻外，其它的全部是手工雕刻。”他指着
两百多件雕刀、锯、钻等工具说：“潮州木雕有沉雕、
浮雕、通雕、圆雕、镂空雕等技法，所以需要不同的雕
刀来对应不同的弧度和花样。”

“多重镂空”是潮州木雕独有的艺术特色。何汉
林以“蟹篓”举例说，作品要雕出好几层来，每层连而
不断、相互呼应，从外层向内层雕刻会越来越难，因
为需要用雕刀小心翼翼地穿过已经成形的外层“竹
篓”，在内层原木上雕刻出“篓内追逐的螃蟹和龙
虾”，稍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

瘦瘦的何汉林看似少言寡语，一进入他那间 50
多平方米的工作室，就像变了一个人，充满热情，活
力四射。

看到木雕从业者日渐稀少，何汉林有些心焦，他
抽出更多时间在汕头市高级技工学校义务教授木雕
技艺，在“潮汕文艺人才一条街”展示木雕魅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非遗项目感兴趣，高
级技工学校有几个学生缠着我‘收徒’呢！”何汉林笑
着说。

湘绣+文创 小清新才可爱

湘绣+文创，会“+”出什么？在长沙市岳麓山下
的中国湘绣创意馆里，有一群“90 后”致力于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的文创研发，水晶镇纸、笔记
本、新中式屏风……在他们的创意中，湘绣艺术表现
形式有了更多可能。

肖瑛是这个团队的元老。大学毕业后，她跟随导
师孙舜尧进入湘绣行业，2018 年她正式拜入湘绣大
师刘爱云门下，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

团队依托于湖南师范大学湘绣创新研发中心，
希望通过创意设计将湘绣的传统技法与新工艺新材
料相结合，让湘绣回归生活。

在创意馆里，“青花瓷”色系的梅兰竹菊湘绣团
扇被装裱成一组挂画，还有湘绣版齐白石国画屏风
等，每一件产品都颇具独特艺术魅力。

“传统湘绣绣娘喜爱对比度强烈的正红正绿配
色，我们则选择了小清新的配色和装裱方式；传统绣
娘喜爱绣满整张布料，而我们做文创只需要局部刺
绣。”肖瑛介绍，在装裱和配色上创新只是第一步，更
重要的是将湘绣元素和现代工艺相结合、和人们喜
爱的产品相结合。

肖瑛说，未来我们的产品要走向全国乃至海外，
让更多人爱上中国湘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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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世界遗产总数等三“数”均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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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 6 月 12 日，在重庆荣昌的天运夏布会馆，非遗传承人马琳沁在对夏布原料苎麻进行剥麻处理。

马琳沁和唐艺是一对表姐妹，在家中长辈——“夏布”非遗传承人马仁芬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夏布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她们将古老
的夏布织造技艺与现代元素相互融合，创新出折扇、刺绣、绘画、床上用品、家居用品等多种夏布产品，并推广到海外市场。

夏布，是以苎麻为原料编织而成的麻布，因夏季穿着凉爽宜人而得名。2008 年，重庆荣昌夏布织造技艺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新华社记者唐奕摄

 6 月 1 3
日，在广西柳州
市柳江区进德镇
三千村，客家娘
酒酿造技艺手艺
人展示客家娘酒
酿造。新华社发

（黎寒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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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日，王一士（左一）和妻子计金妹在浙江湖州南浔区辑里湖丝博物馆
向小朋友讲述手工缂丝技艺。2018 年，王一士创办的辑里湖丝博物馆免费开放。

湖州南浔辑里村自元末开始养蚕制丝，出产的优质白丝具备“白、净、柔、韧”的
特点。从明朝中叶起，此处生产的“辑里丝”因被指定为皇帝龙袍用料而声名鹊起。
2011 年，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记者谭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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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1
日，民间艺人在
为江西抚州南丰
桔都小学学生展
示“南丰白舍窑”

制作技艺。新华
社发（袁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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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华社
记者在青海、甘肃、广东、湖北等地举办的各项
活动中看到，传统文化绽放着新鲜魅力，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正成为一抹亮眼的色彩。

老技艺成奔富新窍门儿

“景泰蓝掐丝唐卡工艺独到，它使画面更加
立体永不褪色、永不变质，色彩更艳丽……”销
售人员热情介绍，非遗产品前站满了前来选购
的市民。这是 13 日在青海“非遗购物节”主会场
西宁市中心广场上的一幕。

为提高“非遗购物节”品牌影响力，青海省
文化和旅游厅共发放 5 万元非遗购物券助阵此
次活动。活动吸引了 33 项非遗项目参加，众多
“青海宝藏”亮相。记者在展区现场看到，市民纷
纷在活动现场通过扫描二维码，用领取到的非
遗购物券消费，很多展商的非遗产品销售热络。

走进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青韵砖
雕非遗扶贫就业工坊，高大宽敞的厂房里，雕刻
打磨声此起彼伏。年轻的砖雕技师韩有顺在青
砖上打孔，随后用刻刀精心雕琢，掌握这项国家
级非遗技艺让他和 20 多名工友每月的收入都
能达到 4500 元以上。

依靠临夏雕砖这种非遗“绝技”脱贫致富并
非个例。据了解，近年来，甘肃省通过促进“非遗
+扶贫”先后创建了 106 家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逐步吸纳了 4700 名群众稳定就业，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 2246 人。

具有民族特色的羌族刺绣产品，在陕西省
首届“非遗购物节”一亮相就备受关注。在“羌族
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陕西省宁强县，古老的羌
族刺绣成为当地妇女们脱贫致富的职业技能。

家住宁强县禅家岩镇火石子村的王小琴从
小学习刺绣，如今她注册的公司已研发羌族刺
绣产品 300 余种，带动妇女灵活就业 1000 余
人，带动贫困户 300 余户。王小琴说：“非遗扶贫
既让困难群众掌握了谋生的手艺，又壮大了传
承人队伍，实现了脱贫攻坚与非遗保护双赢。”

老手艺绽放新魅力

三秦大地，风景正美。在西岳华山脚下，30
余种非遗技艺和产品亮相首届“九曲黄河 多
彩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吸引观众流连忘返。其
中，洽川葫芦选取黄河湿地优生葫芦原料，以
刻、钻、挖、凿、画、贴、镂、描等 20 多道手法完
成。如今，随着技术革新，洽川葫芦制成的葫芦
蓝牙音箱、葫芦装饰品、葫芦小夜灯、葫芦优盘
等产品推陈出新。

“80 后”小伙宋鹏杰从小跟随祖父学习雕
刻和手工制作。“以前洽川葫芦做成水瓢、醋壶
和油壶，工艺粗糙、实用性差，逐渐被市场淘
汰。”宋鹏杰说，2005 年他辗转多地拜师学艺，

解决工艺和实用性问题，后来成立了专业合
作社，研发出艺术灯、挂件、摆件和文创 4 个
系列上百种产品。

在不远处的华县皮影展位上，华县皮影雕
刻技艺非遗传承人薛宏权右手握刀穿过牛皮牢
牢钉在木板上，左手推转牛皮，不一会儿牛皮上
就刻出了花纹。“推皮走刀是华县皮影雕刻技艺
最大的特点，这样雕刻出的牛皮刀口整齐、刚劲
有力，适合制作复杂的图案。”薛宏权说。

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薛宏权不断创
新。在制作方面，他引入工笔画的手法、改良
刀具，提高皮影的表现力，开发出摆件、挂件、
首饰等产品；在表演方面，他让“迈克尔·杰克
逊”在银屏上“复活”，跳的是机械舞和太空
步，配的是中国传统音乐。

皮影“迈克尔·杰克逊”的表演视频在海
外社交媒体走红，薛宏权也带着他的皮影作
品频频奔赴海外。记者从渭南市华州区相关
部门了解到，今年，源自华县皮影的“华州皮
影”在法国成功注册国际商标，让中国皮影有
了“国际范儿”。

非遗融入百姓生活

“很开心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和大家在
丹霞山见面，我手中拿的这个清化宰相粉是
韶关的非遗产品，它和唐代诗人张九龄有一

段有趣的故事……”在 2020 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广东主会场，不少非遗产品走进了直
播间“触网”。

最近，广东整合各大电商平台资源，打造
了广东美好生活非遗馆、非遗美食馆两个线
上购物馆。在直播间，一口大锅现场炒制出来
的宰相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围观，也带动
了清化宰相粉的线上销售。瑶绣、曲江罗坑红
茶……广东美好生活非遗馆总直播间还从全
省各地精选特色的非遗美食、医药类非遗项
目等，通过直播普及非遗知识。

“云游非遗·影像展”暨“首届荆楚非遗购
物节”近日在武汉启动，全国多家电商平台开
设 201 家店铺，为湖北 2000 余种非遗产品拓
宽线上销售渠道，助力非遗真正融入当代生
活、走进寻常人家。鄂州雕花剪纸项目传承人
曹小琴说：“随着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非遗项
目的实用性功能慢慢减弱，希望借助此次大
规模的线上销售活动，推动好的非遗产品走
进大众视野。”

在上海金山、甘肃东乡等地，与非遗相关
的文艺演出、情景展示活动也吸引不少群众
目光，让非遗元素融入市民生活体验，正在成
为新的潮流。（记者初杭、白玛央措、耿辉凰、
蔡馨逸、雷肖霄、郎兵兵、李荣、喻珮、邓瑞璇、
孟宜霏）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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