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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市文广旅体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为基础，
创新非遗活态传承形式，深入挖掘区域文化亮点，传承好、保护好“宋韵文化”，阐释好、讲述好“永康故事”，推动

“两宋双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非遗活态传承形式 深入挖掘区域文化亮点

我市推进“非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创新传承形式
夯实保护基础

6 月 3 日，在象珠镇雅吕村磻溪长廊

上，非遗购货节携肉麦饼、竹编、铜艺等众

多极具本土特色的非遗商品惊艳亮相。

涵盖“吃、用、藏”三大系列，力求为市民构

建场景化的购物体验，让市民在品尝美食

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真正让非

遗“飞入寻常百姓家”。

当晚，在雅吕村文化礼堂内，“喜迎二

十大·说唱共富共美”永康鼓词创作展演

赛火热进行。《唱支山歌给党听》《桃花依

旧笑春风》《月老》《长寿村》《鼓声词韵代

代传》等鼓词新作轮番登场，让现场的市

民在感受非遗技艺之美的同时，加深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月 10 日 上 午 ，芝 英 镇 老 市 基 鼓

声震天，热闹非凡。只见舞台中央“十

八 蝴 蝶 ”翩 翩 起 舞 ，流光溢彩。随后，

一场包含调花钹、莲花舞、醒感戏、铜钱

棍等 11 个非遗精品节目一一上阵。市

民应佳说：“我的孩子在高镇小学就读，

她们表演的是《十八蝴蝶》。演员能把永

康的传统文化继承下来，我为她们点赞。”

这是由市文广旅体局和芝英镇人

民政府主办，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

博 物 馆 和 芝 英 镇 文 化 站 承 办 的 2022

永康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

活动。现场还有永康传统手工技艺活

态展示，展位陈列了剪纸、土布、锡雕

等 27 类 手 工 艺 品 ，游 客 在 观 赏、挑 选

心仪的物品时，还能与数十位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开展交流。当晚，新编醒

感 戏《陈 亮 上 书》还 以 现 场 直 播 的 方

式倾情上演。

据悉，由浙江省文物鉴定站、金华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金华市博物馆、永

康市文广旅体局联合承办，永康市博物

馆、永康市收藏家协会协办的“惠民鉴

宝”公益活动将于 7 月 7 日上午在市博物

馆举行。这个活动的开展，旨在更好地

满足市民对古玩艺术品的鉴赏需求，提

高广大藏友的艺术品鉴水平，营造民间

收藏的良好氛围，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有序推进非遗文化普查工作，是市文

广旅体局创新非遗活态传承形式的重要

内容。近年来，该局积极探索建立完善四

级非遗名录体系。目前，我市已初步建立

比较完整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

保护体系和传承人档案，现有国家级非

遗保护项目 7 个（九狮图、十八蝴蝶、永

康锡雕、方岩庙会、醒感戏、永康鼓词、永

康铸铁技艺）、省级 16 个、金华市级 47

个、永康市级 97 个，传承人中有国家级 2

人、省级 28 人、金华市级 52 人、永康市

级 139 人。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发 布 的 2019 年

度《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

指 数 评 估 指 标 数 据》，三 大 类 指 标 排

名 结 果 一 并 出 炉 ，我 市 在 县（市 、区）

评 估 数 据 总得分榜上名列前茅，位居

金华各（县、市）第一。同时，按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法》，市文广旅体局全面完成了全市行

政村（社区）的非遗普查工作，共收集

非遗线索 10748 条 630 多个项目，汇编

成非遗普查成果 25 本，得到了原省文

化厅的充分肯定，被评为省非遗普查工

作优秀单位。

推进非遗传承基地建设 丰富非遗文化内涵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非遗保护良

好社会氛围，近年来，市文广旅体局

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

动等大型活动为载体，积极开展锡

雕、九狮图、十八蝴蝶、永康鼓词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展览等

活动，提高广大民众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认知和保护自觉。组织参加

北京、天津、成都、杭州、重庆、上海、

温州、金华、临安、丽水等国家级、省

级、市地级的非遗大展活动 60 多次，

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评价和中

外游客的高度赞誉。

其中，永康鼓词《永康啰》参加了

由文化旅游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举办

的“全国非遗曲艺周”驻场演出及百场

曲艺进社区展演，走上了国家舞台。

在 2019 年 湖 南 卫 视《“ 四 海 同 春 ”

2019 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上，

九狮图再次享誉海内外，并受邀赴台

湾南投参加“诗画浙江”灯彩艺术表

演，向台湾同胞展示中华民族深厚的

文化底蕴。

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

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也在进一步提升。目前，我市

建有省级非遗宣传展示基地 1 个，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基地 2

个，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示范基地 1 个，省级民族传统节日保

护基地 2 个，省级非遗旅游景区（民

俗文化旅游村）2 个，市级民俗文化村

1 个，市级非遗主题小镇 1 个，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 2 个。

其中，唐先镇被评为中国民族民间艺

术之乡、浙江省传统戏剧之乡传统特

色镇、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方

岩镇被评为浙江省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方岩风景区（方岩庙会）被确定为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点，永

祥迎花烛被确定为浙江省春节文化特

色地区。

近年来，我市促进文化旅游业发

展和非遗保护示范性保护工作平台建

设，不断改善项目保护传承环境。后

吴村古建筑群、下柏石村陈大宗祠被

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现了

国保的零突破。

在省文物局和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 支 持 指 导 下, 我 市 对 庙 山 遗 址 、

长 城 里 遗 址 、太 婆 山 遗 址 、湖 西 遗

址和长田遗址共五处遗址进行了全

面考古调查勘探。湖西遗址还被列

为上山文化遗址群联合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的系列遗址之一。目前，长城

里遗址相关区块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正在紧张进行中，我市上山文化遗址

群考古发掘、《永康市上山文化遗址

群保护总体规划》编制以及申遗预备

名单项目文本编撰等相关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中。

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不是简单

的复制，既要有匠人之心，又要有创新

之意，在继承、传承的同时，推动非遗

保护与产业发展、科技进步、巩固脱

贫、现代教育融合发展。

推进“非遗+全域旅游”融合发

展。非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实现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可以有效提升景点景区的文化吸引

力。市文广旅体局围绕非遗文化主

题，以全市文化旅游区为载体，采取

活态传承方式，通过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转化为非遗旅游商品和特色非

遗旅游路线，增加旅游经济附加值，

使非遗项目融入“读、吃、住、行、游、

购、娱、赛”八要素，促进了非遗文化

与旅游的水乳交融，成功走出了“文

旅融合·永康实践”的可持续非遗保

护发展之路。目前，锡雕作品《喜团

圆茶罐》、铸铁作品《一本堂铁壶套

装》、钉秤制作技艺作品《中华龙秤》、

永康铸铁作品《炊大皇铁锅系列》、浙

江荣盛达锡制品有限公司的《玉琮锡

罐》成功入选浙江省优秀非遗旅游商

品名单。

通过“非遗+数字化”拓展传播途

径。运用科技手段能更好地保护、整

理、收集、记录非遗信息，突破传统意

义上的非遗保护方式，提升非遗展示

效果。为了加强对非遗的保护，市文

广旅体局开启了数字化工程，对非遗

技艺进行数字化复刻。建立了五金

文化街区，启动 16 个国家级、省级非

遗项目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

及金银、铜、锡、秤等 4 个系列的五金

类非遗项目建设。初步确定入驻街

区的传统五金工艺大师人选，上报

《永康市传统五金工艺大师认定与管

理暂行办法》。同时，利用网络平台

扩大宣传，促进非遗数字化传播，开

发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永康鼓词、十八

蝴蝶、锡雕等传统艺术为代表的演艺

作品，增强我市独特非遗的传播力、

引导力。

鼓励“非遗+现代教育”一体化

发 展 。 将 培 养 非 遗 继 承 人 纳 入 现

代教育体系中，培养兼具理论知识

与 非 遗 技 艺 的 新 时 代 非 遗 传 承

人 。 为 了 加 快 非 遗 传 承 与 现 代 教

育融合进程，市文广旅体局创新开

展“非遗进校园”活动，目前已在民主

小学、雅湖小学等 5 所学校开设非遗

技艺教学课程，培养广大师生对非遗

保护传承的兴趣，发挥好非遗人才

“传帮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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