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巫山县下庄村，一个名为“下庄
布谷”的扎染工坊颇受游客垂青。工坊
生产的扎染工艺品，已从简单的帆布
包，拓展出背包、布偶等更多种类的产
品。在旅游旺季时，一个月的销售额能
达到1.3万元。

如何让非遗与旅游碰撞出更为美妙
的火花，助力村民增收？11月6日，巫山
县2023年鲁渝共建乡村振兴非遗技术
人才（下庄扎染）培训班在下庄村开班，
吸引了周边30多位村民报名参加。

“真没想到大家学习热情这么高。”
下庄村村委会主任、下庄扎染非遗传承
人袁孝鑫说，通过教授村民扎染技艺，
期待扩大扎染工艺品的生产规模，带动
更多村民增收，助推非遗传承和发展。

巫山县文旅委主任曹启志说，巫山
县已建成宁河刺绣、大石竹编、巫山烤
鱼等非遗工坊，同步开展系列非遗培

训，有效促进非遗创新和活态传承、群
众就近就业创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将推进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截至目前，我
市已有70%以上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参与
了“非遗进景区”活动，市内旅游景区销
售的非遗文创产品超过3000余种，400
余个传统文化项目入驻景区展示展演，

每年举办各种展演展示展销活动5000
余场次。依托非遗项目打造的“印象·武
隆”展演，自2012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
客350余万人次，经营收入超过5亿元。

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将
进一步提升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放大

“非遗+”成效，推出更多的非遗特色景
区、村镇、街区和路线，促进非遗与旅游
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文
化强市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贡献更
多的非遗力量。

以文塑旅 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粉条经常不够卖，200斤

不到1小时就卖完了。”11月10

日，丰都龙城天街，2023 年丰

都县非遗展示展演活动现场，

红岩手工豌豆粉条非遗传承人

陈香忙得不亦乐乎。

当天的展示展演活动现

场，汇聚了丰都木棒棰戏、唯善

剪艺、梁山吹打、麻辣鸡、红岩

手工豌豆粉条等 10 多个非遗

项目，吸引了大批群众分享。

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中

华民族的独特智慧和文化精

髓，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

精神血脉。在巴渝大地上，越

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在生活中大

放异彩，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2023年丰都县非遗展示展演活动
由丰都县文旅委主办。据该县文旅委
副主任何庭鹰介绍，在丰都，像这样大
规模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每年要举办
10场，符合条件的丰都非遗传承人都
可报名参与。

为何要办“非遗大集”？
“非遗需要市场，市场也需要非

遗。”何庭鹰说，非遗不能“束之高阁”，
而要“可触可感”。举办非遗展示展演
活动，旨在为非遗传承人搭建面向市场
和大众，以及同行间交流学习的平台。

张靖是丰都县艺佰木偶艺术团负

责人，也是丰都木棒棰戏的非遗传承
人。她说，非遗展示展演活动给非遗传
承人提供了“抱团取暖”的契机。

“非遗传承难，传承人普遍年龄大，
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人是靠情怀支撑，

但仅靠情怀并不能走得长远。”张靖说，
通过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市民可以近距
离欣赏丰都木棒棰戏《钟馗捉鬼》等精
彩节目，还能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到各
个非遗展位前和非遗传承人交流学
习，面对面感受非遗“活化石”的厚重
底蕴，“现场互动性很强，既丰富了市
民的文化生活，也助推了非遗传承。”

抱团取暖 助推非遗走向市场

后继有人是实现非遗活态传承的
前提条件，也是让特色浓郁、积淀深厚
的非遗展现持久魅力的关键所在。采
访中，多位非遗传承人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如今，青少年对非遗正产生日益浓
厚的兴趣。

“我现在有27个徒弟，其中，有重
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的大学
生。”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重庆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合川峡砚代表性传承人
易宗成说，他的峡砚博物馆设在合川
区文峰古街，许多市内外的大学生慕
名而来，欣赏琳琅满目的峡砚精品、畅

游古街，400多平方米的展馆经常出
现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易宗成还面
向中小学生推出非遗体验项目，让他
们在趣味十足的体验中认识非遗、喜
爱非遗。

前不久，来自泰国玛丽威学院和泰
国孔敬汉语教学中心的70多名留学生
走进易宗成的峡砚博物馆，边听易宗成
讲述峡砚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及合川
的历史文化，边欣赏峡砚博物馆陈设的

峡砚作品，深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所震撼。“参观结束后，这些外国留学生
还纷纷体验峡砚雕刻。”易宗成说。

前不久，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向易宗
成的峡砚博物馆授牌“国际学生中国传
统文化体验基地”。此外，该馆还是“合
川区对外宣传基地”。易宗成表示，很
期待社会各界共同发力，让古老的非遗
焕发新活力，架起中外文化沟通交流的
桥梁。

在垫江，大石竹编第六代传承人
赵向阳也欣慰地发现，非遗与青年，
正跨越传统与现代的边界，开启“双
向奔赴”。

“每周，都会有一两批次学生前来
研学，感受竹编魅力。”赵向阳说，今年
4月，汉口学院的数百名学生还专程到
垫江，从大石竹编中汲取设计元素。

如何让大石竹编走向青少年？“我
们开设了体验课程，学生可以体验制作
小龙虾、小鸟、小提篮等竹编小物件，让
学生在非遗体验中获得参与感和成就
感。”赵向阳说。

双向奔赴 让青少年爱上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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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渝乐小镇，非遗项目打铁花表演。（摄于
2023年9月30日） 通讯员 郭晋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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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国家级非遗项目原生态
土家摆手舞。

通讯员 邱洪斌 摄/视觉重庆

11月 10日下午，“一带一路”青少
年科技创新伙伴计划重庆行暨第七届

“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
活动在重庆闭幕。

本届创客营作为首届“一带一路”
科技交流大会的5个主题活动之一，由
中国科协、科技部、重庆市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国青少
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重庆市科协、
重庆市科技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
府等单位承办。

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来自亚洲、
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26个国
家和地区的 200 余名青少年创客精
英、科技教师代表共聚长江之滨、嘉陵
江畔，收获新知、收获友谊，在创客精
神中相互激励，在创新研讨中相互成
就，共建“一起向未来”的“连心桥”，唱
响科技人文交流“大合唱”。

意义重大 高峰论坛成果中唯
一以青少年命名的合作项目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周年。10年来，科技创新作为促进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应对全球性挑战
的关键力量，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
领域，也是各国共同关注的重点方向。

10月18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我国宣
布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
动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
流大会，为推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
明确了新方向、开辟了新愿景、注入了
新动能。

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是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后举办的首场分领域重要活动，“一带
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
作为高峰论坛458项成果中唯一以青
少年命名的合作项目，纳入首届科技
交流大会举办意义重大。

本届创客营以“青春有梦·科技有
我·世界同心”为主题，坚持线上与线下
结合、科技与人文融通、国内与国际联
动。8月5日，为期80天的线上创客营
活动启动，吸引7万余人次在线关注和
学习。活动期间，由院士牵头、百名导

师团为青少年答疑解惑，帮助青少年学
习科技主题知识、发挥才智创作创客作
品、在线参与文化交流、与全球顶尖科
学家和杰出青少年对话。11月6日，线
下创客营活动在渝正式开启。

为了进一步提升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青少年科学素质，促进当地民众
对中国海外建设工程的了解，促进文
明互鉴、科技交流与民心相通，今年，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发动中国土
木工程集团、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
等30家央企、国企，将位于29个国家
的50项工程开放为“一带一路”海外
工程科普营地，用科技工作者开展科
普服务的鲜活案例，讲好中国式现代
化的生动故事。

亮点突出 首次走进重庆4所
高校开展主题创客活动

本届创客营围绕“人文”“人才”
“人心”三个方面，设置了特色鲜明、亮

点突出的系列活动。
在开幕式上，世界工程组织联合

会主席穆斯塔法·申胡，山东省政府党
组成员、山东省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
院士凌文，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外籍院士邓文中，马来西亚拉曼大
学副校长、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倪慕
敏等4位院士专家，与国际师生分享
自己的科研故事，激励青少年勇攀科
学高峰，引起了在场师生的强烈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
高校资源优势助力青少年科学素质提
升的作用，同时让国际师生更深入地
了解重庆高校，本届创客营首次走进
重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4所高校，根据各所高
校的办学特色，开设“太空探索”“多彩
生物”“人工智能”“创意桥梁”4个主题
创客活动，让国际师生与高校科研人
员面对面交流，参加科技实践活动，感
受科技的奥秘。

你心目中的月球基地是什么样

子？为什么蚕茧可以是彩色的？无人
小车是怎么实现红灯停、绿灯行的？
如 何 用 小 小 的 竹 条 搭 建 叠 梁 拱
桥？……趣味十足的动手实践，让大
家脑洞大开、惊叹不已。

“生活中处处都蕴藏着丰富的科
技知识！”来自乌干达的学生FAUS-
TIN激动地说，很开心和同伴相互协
作，完成了无人小车的创客任务。这
次活动丰富又有趣，让他对科技产生
了更浓厚的兴趣。

“没想到建好一座桥，要经过这么
多测试，参观实验室之后我感到很震
撼！”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许苡芊也难
掩兴奋，特别是叠梁拱桥的搭建，将科
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让她特
别着迷，“我很爱这个活动，真是太棒
了！”

此外，活动期间，国际师生还参观
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珍贵的文物藏
品和重庆科技馆前沿的科技展品，走
进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和两江工厂

总装二车间感受重庆智能制造取得的
创新成果，搭乘高铁前往永川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体验智慧农业的奇妙……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师生带来
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体
验。

影响深远 深入推动实施青少
年科技创新伙伴计划

“自2017年起，‘一带一路’青少
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已连续举办
7届，重庆从2020年以来已连续4年
承办。”重庆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统计，创客营活动累计吸引超
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师生来
华开启逐梦科学之旅，以线上方式服
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师生逾万人，
并建立了“一带一路”国际科学教育协
调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技人文
交流“大合唱”。

重庆是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
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
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此，
重庆被赋予了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大使命和任务。

近年来，重庆抢抓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
国家战略机遇，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开放创新合作网络，加快建设“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合作区，与6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紧密的科技合作伙伴关
系，联合实施80余项国际科技合作项
目，初步形成开放的科技创新合作局
面。

青少年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未来
力量，是科技创新合作的希望所在。
重庆连续4年承办创客营活动，意义
重大，也必将影响深远。

在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
开幕式上，《“一带一路”青少年科技创
新伙伴计划》正式启动。

该计划由中国科协和科技部共同
制定，旨在推动多层次“一带一路”青
少年科技人文交流活动开展、多元化
资源平台共建共享、伙伴基地建设、国
际科技教师队伍培养和高质量科普服
务能力提升等。

重庆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重庆将在中国科协、科技部的支
持指导下，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携
手合作，深入推动实施《“一带一路”青
少年科技创新伙伴计划》，积极探索科
技创新和教育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
和新趋势，促进共同进步，不断提高科
技教育的底蕴和质量，为国际科技创
新合作、青少年科技人文交流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陆丰 图片由市科协提供

唱响“一带一路”科技人文交流“大合唱”

“一带一路”青少年科技创新伙伴计划重庆行暨第七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闭幕式

第七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在重庆闭幕

国际师生走进重庆高校参加主题创客活动

▲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袁孝鑫正在整理扎染后的
衣服。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