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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为文旅融合注入强劲动力
——“长城脚下话非遗”项目观摩带来的启示

河北日报记者 马彦铭

节日的盛宴、文化的盛会——

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
民间文化艺术节人气高涨

“妙造自然——齐白石
书画艺术”展备受瞩目

9月16日，作为2021“一带一路”·长
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秦皇岛分会场

“长城脚下话非遗”活动内容之一，与会
代表和专家学者观摩了“长城脚下话非
遗”系列板块展览展示，并到老龙头、板
厂峪砖窑群遗址等地现场观摩。

大家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
旅游深度融合既有利于旅游发展，也有
利于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非遗+旅
游”，将为文旅融合注入强劲动力。

非遗进景区，在旅游发展
中得以保护、传承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

9 月 15 日至 17 日三天，到山海关古
城瞻仰“天下第一关”雄姿的游客有了意
外惊喜。长城脚下亮手艺、品美味、传医
道，在山海关古城四条大街，三百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集中亮相，向广大游客和市
民展示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在丁记藤艺展位前，藤篮、藤椅、藤筐
等精美的藤艺作品吸引了游客注意。丁
记藤艺第四代传承人丁新霞说：“以前，我
们的产品主要是宾馆、疗养中心等单位订
购。这次来到山海关古城，发现很多普通
游客也很喜欢藤艺编织艺术和藤艺作
品。”丁新霞表示，以后要多参加非遗集中
展示活动，把藤艺编织介绍给更多的人。

“这次参加展示，我们带来了 3个项
目，分别是景县疙瘩菜、景县馓子和景县
传统布艺。传承人参与积极性很高。”景
县文化馆馆长姜连荣在参加项目观摩时
表示，将非遗文化元素融入旅游发展，能
够提升景区文化品位，也有利于在旅游
发展中保护、传承非遗。

姜连荣介绍，去年景县承办衡水市
第四届旅发大会，全县 85个省市县三级
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景区，成为一大亮点。
姜连荣认为，非遗进景区进行活态展示，
在让更多游客深入了解非遗文化的同
时，也有效提升了非遗文化的影响力。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保
护部主任毛砚说，近年来，我省主动探索
非遗进景区等融合发展运营模式，固态的
旅游资源与活态的文化相得益彰，散发出
迷人魅力。“去年，‘长城脚下话非遗’长城
沿线非遗展览展示活动已经在山海关举
办过一次，对加强长城沿线非遗资源的挖

掘、传承与研究起到了良好促进作用。”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非
遗+旅游”打造全新产业业态

“很多旅游产品实际都是文化旅游，
深度游都是文化游。”毛砚说，随着文化
素质和审美情趣不断提升，游客更加期
待在旅行过程中获得多元化、个性化的
旅游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非遗旅游”
会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同时，
在旅游带动下，只有对传统非遗资源挖
掘得越深厚，非遗文创产业、衍生产业才
能走得更远。

来到板厂峪砖窑群遗址，与会代表
和专家学者在探究明长城建设历史的同
时，也对板厂峪景区特色美食“戚家军八
大锅”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家认为，流传
下来的饮食文化反映出了当时戍边士兵
艰苦的生活状况，让人们对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奋斗精神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在现场观摩过程中，与会代表和专家
学者表示，如果非遗停留在文化展陈层
面，就失去了其生活和生产原本属性，也
就会失去契合市场的价值和意义。因此，
在旅游业提档升级的过程中，“非遗+旅
游”大有可为。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省文旅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内非遗旅游开

发进行了大量探索，出现了“非遗+研学”
“非遗+民宿”“非遗+文创”“非遗+演艺”
“非遗+节庆”等新业态。庙会、节庆等民
俗本身无法形成产业，但与旅游结合就
吸引了众多游客，通过旅游产业添薪加
火，甚至能够成为一地的文化地标。

“通过观摩学习，我深感肩上责任重
大，在挖掘非遗资源，带动更多人爱上非
遗、保护非遗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
长刘爱红说，在文旅深度融合大趋势下，
非遗工作者可以为旅游业注入更富吸引
力的文化内容，为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
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拓展融合深度与广度，实现
非遗文旅产业融合蝶变升级

观摩过程中，看到石家庄市的省级
非遗项目“郭氏铁板浮雕”受到游客热情
关注，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三级
调研员翟相伟既自豪又有一丝遗憾。

翟相伟说，通过调研和参观学习，他
了解到当前国内本土非遗在与旅游产业
的融合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
足。“首先是融合的层次还不够深入，以
表层融合为主，缺乏精品；其次是融合的
广度亟待扩展，还有‘非遗+扶贫’‘非
遗+特色小镇’‘非遗+特色街区’等更多

打开方式。”他介绍，石家庄市是非遗资
源大市，目前正加大投入，促进非遗传承
保护和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

翟相伟的观点得到了一些非遗传承
人的认可。满族饽饽第五代传承人李海
生说，当前对非遗项目的推广宣传力度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要做到这一点仅靠
非遗传承人自身的努力远远不够，需要
相关部门加大支持和投入。“展览展示只
是初步工作，要做到非遗与旅游产业深
度融合，还需要更多办法。”李海生表示。

推进非遗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我
省各地和相关部门正在做出更多努力。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开展“长城脚下话非遗”等系
列主题活动；还提出把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作为事关山海关未来发展的牵动
性、标志性工程来抓，以中国长城文化博
物馆为核心，高标准、高品位建设“长城
文化产业园”。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
我省将实施做好河北非遗购物节、河北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工坊体系建设、
非遗产品创意研发营销等工作，助力经
济发展。

活动中，与会代表和专家学者们表
示，非遗与旅游“联姻牵手”、深度融合，
将释放出非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也将为旅游增添更多精彩。

9月15日，
游客参观设在
秦皇岛市山海
关区古城的非
遗项目展位。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上接第一版）
第三，走开放融通之路。要持续推进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保障人员、货物、资金、数据
安全有序流动，打造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
业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
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倡议深
入对接，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各国
经济融合、发展联动、成果共享。

中方愿继续分享市场机遇，力争未来5年同
本组织国家累计贸易额实现 2.3万亿美元目标。
中方将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启动
实施二期专项贷款用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重
点支持现代化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低
碳可持续发展等项目。

第四，走互学互鉴之路。要倡导不同文明交
流对话、和谐共生，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扶
贫等领域打造更多接地气、聚人心项目。未来3

年，中方将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提供 1000 名扶
贫培训名额，建成 10 所鲁班工坊，在“丝路一家
亲”行动框架内开展卫生健康、扶贫救助、文化教
育等领域30个合作项目。中方将于明年举办本
组织青年科技创新论坛，倡议成立本组织传统医
药产业联盟。欢迎各方参加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共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
奥运盛会。

第五，走公平正义之路。“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解决国际上的事情，不能从所
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应该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打着所谓“规
则”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对抗和分裂的行
径。要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营造包容普惠的
发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相信不断壮大的“上合大家

庭”，将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共同做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最后说，让我们高举“上海精神”旗
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人间正道，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塔吉克斯坦总统
拉赫蒙主持会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基斯坦总理伊姆
兰·汗、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等成员
国领导人，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上海合
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吉约索夫等
常设机构负责人以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
朗总统莱希等观察员国领导人和主席国客人土
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与会。俄罗斯
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
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视频方式出席

会议。
与会领导人全面回顾并积极评价上海合作

组织成立 20 年来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
域取得巨大成就，表示将继续基于“上海精神”，
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构建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维
护共同利益，合作应对新形势新挑战，促进上海
合作组织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促进地区普遍安全
与共同繁荣，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各方表示，应加强团结，合作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加强疫苗合作，反对将病毒溯源政治
化。深化经贸、能源、创新、互联互通、数字经济、
环保等领域合作，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人文交流，
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地区国家人民。支持
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促进国
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反对以
民主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支持各国自主选
择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合力打击

“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
定。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各方表示，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支持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各方
高度关注阿富汗局势，支持阿富汗消除恐怖主义
威胁、实现和平与重建，上海合作组织将为此发
挥积极作用。

会议启动接收伊朗为成员国的程序，吸收沙
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为新的对话伙伴。

会议决定，由乌兹别克斯坦接任上海合作组
织轮值主席国。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周年
杜尚别宣言》，并批准一系列决议。会议还发表
有关科技创新、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的声明。

丁薛祥、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议。
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在塔吉克斯

坦现场与会。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龚正
龙）精湛的传统手工艺，传统典雅的
戏曲、五彩绚丽的灯光……2021“一
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

（以下简称“艺术节”）开幕以来，各
个活动会场持续人气爆棚。精美的
文创产品，尽情展现着艺术节的无
限魅力和活力。连日来，记者在现场
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纷纷驻
足参与、品鉴，享受着艺术节带来的
精神文化满足。

“真没想到这次艺术节如此火
爆！幸好和家人一起来了，要不可就
错过这么多精彩的民间技艺展示
啦！”廊坊市民李新艳女士说。9 月
16 日，跟随她的脚步，记者再度畅
游艺术节的各个现场。饱含民族智
慧的非遗作品，充满异域色彩的民
族服饰……“百年百艺”国际民间文
化艺术展既有“中国风”，更有“国际
范儿”。李新艳感慨地说，这些来自
国内外的非遗，让人们加深了对不
同艺术文化的了解与认识。

在国际民间艺术嘉年华系列活
动中，第什里风筝制作体验、民族文
化时尚秀、绣娘表演……“我来自贵
州，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刺绣，人们都
叫我‘最美苗家女’……”贵州苗家
姑娘姜翠玉，头戴银帽，身着盛装，
她能歌善舞会刺绣。三天来，姜翠玉
无数次为游客讲解平绣刺绣技法和
苗家文化，以独特的现场表演惊艳

着人们，赢得阵阵惊叹和叫好声。
“演化——公共的未来”展览、

“妙造自然——齐白石书画艺术”展、
“邬建安个展：是海，是沙丘”……这
些独具特色的艺术展，让人们穿梭于
过去、现在与未来，遨游于神话、现实
与科幻，纵横于当代美学、民间文化
与时代命题的思考中。“欣赏到美，看
后有所感、有所悟，不虚此行！”来廊
坊出差的山东游客齐建雄说。

《八仙过海》《赤桑镇》《大登
殿》……9月16日晚，国家京剧院在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中心戏剧厅为观
众们带来经典折子戏，经久不息的
掌声响彻在戏剧厅内。“我从小就喜
欢京剧，这三出戏都是一代代京剧
大师反复推敲、精心雕琢的精品，百
听不厌。”当天下午，特意从天津赶
来的赵苗凤女士说，听说艺术节还
会举办多场音乐会、交响乐和民族
舞演出，相信这次艺术节之行定会
是一次带来文化享受的精神之旅。

文化艺术的盛宴，心灵沟通的
桥梁。“此次艺术节的举办，为弘扬
丝路精神和中华文化搭建起舞台，
为世界民间文化艺术交流打造了一
个舞台，让来自世界不同地域的文
化在这里交流共享。”本届艺术节协
办单位、新绎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李
晓菲说，连日来，五湖四海的观众们
纷纷前来参观欣赏，多彩的艺术节
正在深入人心。

以乐传情，丝路回响。
9 月 17 日，2021“一带一路”·长城

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的重磅演出——
“多彩的永恒·丝绸之路爱乐乐团交响
音乐会”，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
交流中心歌剧厅激情奏响。

天涯，远不远？丝路花开，心就在。
19时 30分，万籁俱寂，银发斑驳的

著名指挥家汤沐海徐徐走向舞台中
央。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去过海内外无
数座金碧辉煌的音乐厅，无数次登上那
方指挥台。这一次，这位享誉世界的指
挥大师脚步异常慢而有力。挥手、致
意、转身，前方是一支由 80多位旅居中
国的外籍音乐家和本地华裔音乐家及
志愿者们，网络志愿报名组成的新乐
团——丝绸之路爱乐乐团。

来吧，伸出你的手，撩动琴弦，我的
来自四海的朋友们！

盛大的交响，在耳熟能详的斯洛
伐克名曲《节日序曲》中欢快地拉开
帷幕。汤苏珊用小提琴拉响中国作

曲家陈刚编曲的名曲《苗岭的早晨》，
乐队音乐家们奏响马来西亚有名的
曲子《拉姆利的旋律》、演奏俄罗斯作
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谱写的《塞
尔维亚主题幻想曲》、献上柬埔寨西
哈 努 克 亲 王 亲 自 谱 曲 的《怀 念 中
国》……一支支“一带一路”国家的经
典 音 乐 作 品 回 荡 在 歌 剧 厅 ，传 递 着

“美美与共”的心声。
没有歌声，没有语言，唯有旋律，灿

若朝霞，直抵人心深处。
“还能奢求什么呢？朋友们，我们

做到了啊！”丝绸之路爱乐乐团艺术总
监克劳迪娅·杨，这一晚盛装出席。两
个多月来，这位马来西亚籍著名华裔女
钢琴家呕心沥血，从世界名曲中精挑细
选整体编排，更因疫情缘故而忧伤，最
终选择了求助于网络。不曾想，“多彩
的永恒”这一音乐会的网络招募消息甫
一发出，就应者如云。

“我在中国生活了6年，在四川学习
音乐，我爱中国，我想来。”眉目深邃的

白俄罗斯姑娘波莉娜轻轻拨动琴弦腼
腆地说，希望手中这把稚嫩的小提琴给
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小号手陈盛多就
职于天津音乐学院，今年刚从美国博士
毕业学成回国，“艺术贵在交流，参与进
来，一定获益匪浅。”

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哈尔滨
交响乐团的团长曲波，从冰雪之城闻讯
而动，“艺术暖人心，为了丝路之花盛
开，我愿尽绵薄之力。”不单自己参与，
他还特意邀约演奏圆号、小号、提琴、巴
松的 4 位“一带一路”国家外籍乐手同
行。业内享誉的昆明国际爱乐乐团，也
从西南春城一路北上。“一道来的，还有

‘一带一路’国家的28位外籍乐手。艺术
是爱，我们同舟共济。”该乐团负责人段
庚池激动地说。

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共建“一带
一路”，不是一场独奏，而是大交响。其
惠泽所及，也不止于“一带一路”国家，
而是整个世界。

琴声如水，时而婉转、时而奔放；

十指跳跃，旋律从指尖流泻……这一
晚，约翰·施特劳斯《波斯进行曲》《埃
及进行曲》、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
肖邦《波兰舞曲》等世界名曲流光溢
彩，与大型主题交响曲《灯塔》交相辉
映，叩问未来。这一刻，中国、俄罗斯、
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等国乐手心手相牵，共奏
璀璨华章。

驼铃悠悠，穿越千年风霜。帆影点
点，送走怒滔巨浪。

多彩，成就永恒；互鉴，方能致远。
“‘一带一路’，是来自中国的祝福和分
享。”乌克兰小提琴演奏家伊万纳深情地
说，此次艺术节就是一条纽带，不同肤
色、不同语言、不同地域的“丝路人”跨越
千山万水而来，彼此尊重，传递友谊，世
界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期待这样的艺术
节能常办常新，这样美妙的音乐会能走
向更远方，让世界互鉴共享。

月光如水，琴声如诉。今夜，让爱
启航。

9月17日，丝绸之路爱乐乐团招募的80多位中外音乐家志愿者，在2021“一带
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的舞台上——

用多彩的音符奏响丝路“大合唱”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解丽达 史晓多

9 月 17 日，观众在参观“妙造自然——齐白石书画艺

术”展。2021“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期间，

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妙造自然——齐白石

书画艺术”展备受公众瞩目。本次展览是继 2018年《清平

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后，故宫博物院藏齐白石艺术作

品的又一次集中展示，共展出齐白石绘画书法作品51组73

件，以山水、花卉、水族、动物四个单元展开，多角度呈现“人

民艺术家”齐白石清新质朴、饱含人生智慧的艺术世界，让

社会公众走近大师作品，以经典艺术惠及百姓。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