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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查燕荣
通讯员 王军伟 齐曼古丽

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和县依其艾

日克乡加依村，随处可见村民小院里摆放

着维吾尔族乐器半成品，不时能听到乐器

调律弹拨的声音。这个享有“新疆民间手

工乐器制作第一村”等美誉的村庄，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领略民间艺术的魅力。

5月27日，现年68岁的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艾依提·依明，正

在家中和徒弟们一起通过网络平台推销自

制的维吾尔族乐器。他说：“乐器的性

能、价格在网页上都有具体的介绍，购买

者选择起来方便又省时，所以很受欢迎。”

艾依提·依明是村里著名的“乐器大

王”。他从15岁开始便跟着祖父和父亲学

做乐器，目前从艺已有 50 余年，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锤炼，如今他几乎精通当地生

产的所有乐器的制作技艺。今年 4 月初，

在新和县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顺利地将

乐器搬到了网上销售。近三个月来，已经

销售了500多件乐器，收入可观。

“受传统销售渠道的限制，不少乐器

找不到一双能弹会拉的手，要想生存发展

下去，我们要顺应市场变化，利用好互联

网销售平台，这样才能把乐器制作产业做

大做强。”艾依提·依明说。

在加依村，艾依提·依明与其他几位

非遗传承人，不仅是技艺传播者，也是致

富带头人。他们制作的维吾尔族乐器音节

准、音色纯、造型美，深受乐器爱好者喜

爱。附近很多村民慕名前来拜师学艺。他

也从不吝啬，将乐器制作技艺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徒弟们，“这些年，我收了2000多

个徒弟，有 20 岁出头的小巴郎，也有比

我年龄还大的长者。他们多是出于对乐器

的热爱，来学艺。希望徒弟们把乐器制作

技艺代代相传”。

在艾依提·依明的乐器制作作坊，学

徒们有的砍刨桑木，有的制作乐器。今年

34岁的阿布力孜·艾依提已经在此学习3

年多，目前已经能独立完成多种乐器的制

作。“我学会了都塔尔、萨塔尔、弹布尔

等乐器的制作方法，在这里能学技术还能

赚钱。我要好好学习手艺，以后把这门艺

术继续发扬光大。”阿布力孜·艾依提说。

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肉孜·巴吾冬的

祖父就是乐器制作者，并逐步带领家族走

进乐器制作这一领域。如今，肉孜·巴吾

冬和弟弟也都从事乐器制作，还带了两名

徒弟。肉孜·巴吾冬说：“今后将不断提

升乐器工艺，争取成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更好地传承维吾尔族传统乐器制作

工艺。”

加依村有 300 年的手工乐器制作历

史。全村现有的 326 户、1317 名村民中，

有 106 户、200 余人从事民族乐器制作，

可谓“十步之内，必有乐器制作工匠”。

新和县注重传承和发扬地方民间文

化，政府出资建设了加依村国家级非遗保

护项目传承中心，当地的乐器制作技艺列

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非遗名录。

如今的加依村已成为一个集乐器制

作、龟兹文化与乐舞展示、休闲度假、

旅游购物为一体的特色民族风情村寨，

手工艺人所制作的乐器独具特色，装饰

图案古朴美观，每年平均可销售 6 万余

件，每户平均收入达 8000 元左右，多的

达到 10 万元。近年来，加依村还先后被

评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中国最美乡

村旅游模范村。

体验风情村寨的魅力
——新疆新和县加依村传承手工乐器制作技艺助民增收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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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长秋

本报讯 5月26日，以“世界瓷都·

自在德化”为主题的 2021 年全域旅游推

介系列活动在福建省德化县九仙山风景区

开幕。会议邀请300余位旅游营销市场主

体负责人和媒体记者实地采风，展示德化

“名在白瓷、美在山水、魂在人文、富在

旅游”的全域旅游风采，开启德化全域旅

游新模式。

2016年，德化县委、县政府提出要把

旅游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打造除

德化陶瓷之外的“第二张名片”，目前已

形成东线山水休闲、西线生态栖养、中线

陶瓷文化“三条旅游精品线路”的全域旅

游大格局。

德化的瓷雕技艺享誉天下，德化陶瓷

在宋元时期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

出口商品。德化瓷烧制技艺列入国务院公

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品

入选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国宴瓷和国

礼瓷，被40多家国内外知名博物馆收藏。

德化现有3000多家陶瓷企业，10万多

名从业人员，2020年全县陶瓷产值突破400

亿元，是我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

口基地、国家级出口陶瓷质量安全示范区、

全国最大的陶瓷茶具和花盆生产基地，获

评中国瓷都、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

陶瓷历史文化名城，荣膺全球首个“世界陶

瓷之都”，“德化陶瓷”品牌价值超千亿元。

德化县委书记梁玉华表示，近年来，

德化立足深厚的陶瓷文化、优越的自然生

态和独特的山水风光，铺开总投资163亿

元的76个旅游重点项目，打造了以县城陶

瓷文化为主体，石牛山、九仙山为两翼的

“凤凰展翅一体两翼”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旅游收入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高增长。

2020 年 11 月，德化县获评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称号。目前，全域旅游已成为

德化除陶瓷产业之外又一后劲强大的产

业。2019年，德化接待游客人数580.33万

人次，旅游收入达 63.15 亿元；2020 年，

受疫情影响，旅游收入有所下降，全年接

待游客人数、旅游总收入分别是503万人

次、55亿元。今年“五一”期间，德化文

旅市场强劲复苏，全县共接待游客 27.2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9亿元，游客接

待量、门票收入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记者 吴旋

本报讯 16 条极致旅行线路、19 个

优质文旅项目、每家旅行社每年 30 万元

奖励额度——带着真金白银的诚意，6月

9日，以“中俄双子城 北国养生地”为

主题的2021“世界的黑河”文旅招商推介

会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何大为，黑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狄恒等哈尔滨、黑河两市文旅部门相关

负责人，以及旅游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和

新闻媒体参加活动。

本次推介会推出了包括黄金自驾、森

林生态、康疗养生、异国风情、乡村观

光、民俗体验、红色教育、非遗研学、神

奇冰雪九大主题的 16 条主打线路。狄恒

表示，黑河市坚持把旅游产业作为促转

型、调结构、稳增长的首位产业和重要战

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精心打造黑龙江大

桥公园、中俄民族风情园、瑷珲-腾冲主

题公园等景观类项目，串联起独具特色的

生态旅游风景长廊，交通可进入性和旅游

品质大幅提升。

推介会上，黑龙江游船开发、沿江产

业带岛屿开发、国际水疗康养城等 19 个

潜力项目集体亮相。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局长潘丽波表示，黑河是充满异域风

情的浪漫之都，是全国知青们的青春故

乡，也是爱国之城和英雄之城。

在打造旅游线路、建设旅游项目的基

础上，为了促进旅游业全面复苏，黑河市

推出《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市”旅游奖励

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引客入市旅行社给予

奖励，同一旅行社奖励额度每年最高不超

过30万元。

黑龙江自驾游与露营协会会长董国立

表示，全省投资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

合性汽车露营地——中国瑷珲国际汽车营

地，就在“醉美龙江331”边防路自驾线路

上，“营地是自驾路上的风景、更是归宿。”

当天，黑河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极境寒养”也同台推介，涵盖大豆、山

珍、面粉、矿泉等九大系列产品。黑河市

绿农集团总经理助理薛金山表示，“极境寒

养”覆盖黑河全域200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1000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500多项农

产品种类，“希望这些健康美味从这里出

发走向全国百姓的餐桌”。

福建德化陶瓷文化孕育全域旅游新机遇

黑龙江黑河市以重点旅游项目串联风景长廊

记者 宫立灵 通讯员 马文基

6月的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河南街

道马鞍山村，青山吐翠，满目葱茏。走进

马鞍山红色教育基地建设现场，工人们正

在忙着装修。

投资290万元的马鞍山红色教育基地主

体工程已完工，建有红色教育展馆、红色教

育会议室、红色教育旅游商店三个区域。建

成后，将为当地红色旅游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喀喇沁旗充分发挥自身生态

资源禀赋，着力打造以红色旅游、特色餐

饮、重大旅游项目为代表的乡村旅游融合

发展新路径，延伸旅游产业链条。

如果说马鞍山村主打红色旅游牌，那

么王爷府镇三家村则依靠“王府土窑烤

肉”特色餐饮让全村的旅游产业风生水起。

曾经的王府镇三家村产业基础薄弱，

结构单一，是全旗有名的“没食村”。如今

搭乘着旅游产业发展的东风，依靠一张

“王府土窑烤肉”的名片，蝶变“美食村”。

“王府土窑烤肉”传承人李瑞说：“现在每年

能有20余万元收入，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

的事。旗、镇两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给予了

很大支持，不仅为我们免费制做门面，还

对改厕达标户补助1万块钱。我们有信心把

这个传统美食做好，把产业做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喀喇沁旗累计投入

财政资金2.46亿元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带

动旅游企业完成各项投资 11.59亿元，通

过推进核心景区建设、规范乡村旅游发展

和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等措施，推动旅游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累计接待游客519.7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0.98亿元。

喀喇沁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刘来力

介绍：“经过多年的持续打造，全旗初步形

成了集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和乡村田园于

一体的旅游格局。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记者 曾庆华 通讯员 杨琳

本报讯 日前，2021 中国 （嘉兴）

红船文化旅游节的主会场——嘉兴市秀

洲区，举办了嘉兴红船文化旅游节子活

动——长三角文化旅游合作大会，旨在

借势建党百年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发挥

秀洲区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协调区的

作用，主动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在现场，来自沪、苏、浙、皖等省市的

旅行社协会代表联合发布《沪苏浙皖旅游

行业合作宣言》，表示将共同挖掘长三角文旅

资源，推动长三角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在随后进行的长三角旅游行业合作

签约仪式上，中国旅游合作联盟与嘉兴

市旅行社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长三

角一体化旅游联盟、上海市金山区旅游

行业协会分别与秀洲区旅游行业协会签

订客源互送协议和友好合作框架协议。

当日还进行了嘉兴市、苏州市、湖

州市长三角一卡通合作签约仪式以及长

三角一卡通 （嘉兴第三代社会保障卡）

启动仪式。三市将以社保卡为载体，在

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

努力实现“同城待遇”。

近年来，秀洲区始终把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作为首位战略来实

施。今年5月，秀洲区在上海举办了2021

“泱泱秀水 礼遇秀洲”文化和旅游宣推

活动，“泱泱秀水”音乐舞蹈诗也在上海

上音歌剧院上演，旨在传递秀洲和上海

两地儿女对党的真情诵达和深情回应。

浙江嘉兴秀洲区召开长三角文旅合作大会

记者 杨露勇

本报讯 6月9日，重庆市第二届龙

舟公开赛 （长寿站） 在重庆市长寿湖风

景名胜区举行。来自四川省遂宁市和重

庆万州、长寿、北碚、奉节等区县的 16

支精英队伍参赛。

本次比赛根据200米直道赛、500米直

道赛成绩积分之和取前8名，颁发奖牌和奖

金，赛事总奖金高达8.7万元。比赛在精彩

的舞狮表演、水上飞人表演、原创音乐演

唱和滑水表演中拉开序幕，几十只大鼓沿

湖岸依次排开，锣鼓齐鸣，为参赛队伍击

鼓助威。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合川男

子龙舟队获得第一名，遂宁龙舟队和长寿

区龙舟队位列第二、第三。

为了满足游客观赛体验，大赛组委会

对赛事进行了全程直播，观看人数达450

余万人。长寿湖风景名胜区还于6月12-13

日举办了全国滑水俱乐部邀请赛，来自全

国20个俱乐部的滑水高手一决高下，为市

民带来了又一场精彩的尾波划水节目。

重庆第二届龙舟公开赛在长寿湖景区举办

“没食村”成了“美食村”

记者 戚原

本报讯 沙朗跳起来、米酒端起来、

羊皮鼓敲起来……6月4日，在四川成都

邛崃市直台羌寨里，鼓声点点、羌笛悠

扬。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成都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邛崃市政府主办，邛崃市委宣

传部、邛崃市文旅局、邛崃市南宝山镇政

府共同承办的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暨第四届南宝山羌族集聚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成果展，隆重举行。四川省文

旅厅以及成都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活动。

在现场，羌族沙朗、羌族羊皮鼓舞、

羌族刺绣、羌笛等非遗项目让人目不暇

接。为了原汁原味地留住羌民族文化底

蕴，邛崃市多次召开南宝山镇羌族移民

村羌族文化保护传承专题研究会议，在

南宝山羌族集聚区内开展大规模的非遗资

源普查工作，掌握了移民村羌族文化遗

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和濒危程

度，有序开展抢救保护工作。

邛崃市修改完善了《邛崃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管理办

法》。目前，南宝山羌族集聚区有羌笛演

奏及制作技艺、羌年、羌族口弦演奏与制

作技艺等6个成都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从一名羊皮鼓舞爱好者，到市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再到如今的邛崃市南宝

山镇直台村文艺队队长，陈云德感受到

了身边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发

动羌族移民参与民族文化保护，邛崃市文

化馆组建了羌族尔玛圣火艺术团、直台村

文艺队、木梯村文艺队等3支羌文化特色队

伍，并开设羌族非遗文化培训。

南宝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牢牢抓住邛崃市全力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和成都西部区域中心城市大势，

持续推进“天府羌寨·云上南宝”建设。

四川邛崃南宝山羌族集聚区非遗保护成果展开幕

记者 徐清子

本报讯 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

会，介绍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相关情

况。此次公布的项目共有325项，涉及465个申报地区或单位。

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非

物质文化遗产司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本次公布的项

目中，图什业图刺绣、松桃苗绣等96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103

个项目，以及沙县小吃、柳州螺蛳粉等一批服务民生、惠及百

姓的非遗项目列入名录。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

王晨阳就这些项目的详细情况，回答了本报记者的提问。

“人民是非遗的持有者、传承者和受益者。”王晨阳表示，

近年来，许多非遗项目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融

入现代生活，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贫困地区有着许多具有当地特色、形式保存完好、具有重

大价值的非遗项目。”王晨阳说，通过保护传承使这些孕育在基

层、扎根于群众的非遗项目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对促进贫

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群众文化自信都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王晨阳介绍，图什业图刺绣是蒙古族刺绣的一种，特色鲜

明，细腻质朴。在政府的支持下，图什业图刺绣得到了有效保

护和发展。当地累计举办刺绣培训班100余期，培训绣工1万多

人，带动科尔沁右翼中旗2.6万名妇女从事图什业图刺绣产业，

28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人均年增收超过2000元。内蒙

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专项推进组组长、蒙

古族刺绣协会会长白晶莹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荣誉

称号。松桃苗绣也在脱贫攻坚中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指

尖力量”不断转化为“脱贫力量”，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石

丽平荣获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这样的项目还有很多，比如湘西苗绣、海伦剪纸、奉节木

雕、坝漆制作技艺、佤族织锦、汉中藤编技艺、维吾尔族铜器

制作技艺等等。”王晨阳说：“我们相信，在列入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名录之后，这些非遗项目的可见度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湖南省资兴市三都镇流华湾村历史悠久，村内留存有成片的古民居。每年

夏季，村内的荷塘与古民居相互映衬，别具风情。近年来，当地依托古村风

光，探索农旅融合发展之路，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自行车爱好者在流华湾村内骑行。 李科摄/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