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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抢抓文化产业新机遇

日前，经专家评审、实地考
察、对外公示等程序，省文旅厅
正式认定新一批11家“江苏省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 其中包括我
市中国水晶文化创意产业园。该
产业园于2011年启动建设，2013
年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约13.8
万平方米，累计投资约5.2亿元，
是我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标杆项目之一，也是我市坚持改
革创新，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型业
态共同繁荣发展以及服务发展
大局、推动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
的缩影。

此前，省委提出“十四五”期
间江苏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先行区， 市委要求要加快文
化强市建设 ，努 力 把 文 化 产 业
打 造 成 我 市 国 民 经 济 重 要 支
柱产业 。面 对 我 市 当 前 文 化 产
业总量偏少 、规 上 文 化 企 业 规
模较小 、产 业 发 展 后 劲 偏 弱 等
相关问题 ，亟 需 我 市 持 续 构 建
现代文化产 业 体 系 ，持 续 壮 大
市场主体 ；同 时 要 紧 抓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数 字
化布局等重 点 领 域 ，持 续 激 活
文化产业发展动能。在此“行动
框架”下，我市还需不断摆正心
态，提高思想觉悟，积极抢抓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重大国家战略
在我市交汇叠加的机遇， 持续
构建文化产业新发展格局。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文化
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引领性、
高附加值， 是引领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先导产业， 是最需要
创新的领域。所以，我市要主动
抢抓新一轮 科 技 革 命 机 遇 ，把
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作为
重要抓手，坚持科技支撑、创新
驱动， 促进传统文化产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 加快发展数字文
化新业态， 努力形成融合互动
的产业布局， 推动传统产业与

新型业态共同繁荣、相得益彰。
比如 ，电 影 《长 津 湖 》要 展

现当年抗美 援 朝 战 争 的 现 场 ，
如 果 简 单 重 复 过 去 的 技 术 手
段，很难呈现战争残酷性，所以
要借助数字手段， 让人身临其
境， 深刻感受战争场面带来的
冲击。还有《唐宫夜宴》《只此青
绿 》等 “爆 款 ”相 继 “出 圈 ”，青
岛、武汉、广州等地元宇宙城市
文旅宣传视频刷爆朋友圈。

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深刻
认识到， 发展文化产业是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 格 局 的 重 要 抓 手 。
在此理念支持下， 我市要坚定
文化自信，充分把握好“一带一
路 ”建设 、自贸区建设 、长三 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 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在我市
交汇叠加的机遇， 树牢大局意
识，不断创造文化产业新优势，
打造文化产业新品牌， 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贡献文化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
市围绕建设 文 化 强 市 目 标 ，坚
持创新驱动、 融合发展， 实施
“市场主体 培 育 、 文 化 园 区 建
设 、品牌活动打造 ”三大工程 ，
推动文化产 业 规 模 持 续 壮 大 、
质 效 不 断 提 升 。此 间 ，我 市 打
造 了 “大 圣 故 里 ”连 云 港 海 媒
账号 ， 并依 托 “云 联 五 洲 ”项
目 ，建设马来西亚 、英国 、韩 国
等文化传播基地， 助推了我市
入选 “中国城市 （区 ）国际传 播
示范案例”，对外文化产业发展
实力初露峥嵘； 最近我市还制
定出台了《连云港大运河(淮盐)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利 用 实 施 方 案

(2022-2025)》，将加快推动沿线
文化资源从 “地理空间 ”向 “文
化空间”的提升转变，助力建设
高质量淮盐 风 情 文 旅 融 合 带 ，
为我市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强劲
活力。

□ 张晨晨 徐洪绕

我市面临非遗传
承“老龄化”趋势

福字一“点”设计成寿桃，寓意“福
寿双全”；兔子耳朵旁添加个蝙蝠，寓意“福
在身边”……随着兔年春节的临近，我市80后剪纸
非遗传承人管艳紧锣密鼓地推进兔年福字系列剪
纸的创作。今年大年初三，她将受邀参加市少儿图
书馆主办的少儿非遗课堂， 现场讲解中国剪纸文
化，力求通过手把手教授，让少儿读者感受剪纸艺
术的魅力。

“在我的记忆中，剪纸是儿时记忆中最美丽的
符号。每逢节庆喜事，心灵手巧的母亲就会剪出各
式花样的团花剪纸来布置房间，装点生活。”管艳回
忆道。2000年在校期间， 她开始自学剪纸创作，同
年， 得到徐州市著名剪纸艺术家刘毅的悉心传授，
剪纸技艺大进。 在学习老一辈的剪纸技巧之余，管
艳又结合青年人的审美走向和创作技法，让这项传
统艺术焕发更多光彩，也彰显了非遗传承过程中的
“青年力量”。

当前， 我市非遗传承工作仍面临 “老龄化”趋
势。“有许多土专家、田秀才，文化水平不高，但都身
怀绝技， 往往是传承技艺的巧匠、 带领致富的能
人。”市文广旅局非遗处相关负责人坦言。但这意味
着他们年纪偏高、精力不足、适应能力下降，同时由
于市场萎缩、 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缺失、技
艺学习周期长等原因，愿意从事传统文化事业的手
工劳动者越来越少，非遗项目传承逐渐显现出后继
乏人的尴尬局面。

赣榆肘鼓子是当地一项著名的曲艺，2015年
时，传承人只有5个,年龄最小的王起娥当时也72岁
了。近些年，随着王起娥的去世，青年人对这项曲艺
的关注和兴趣大大锐减，肘鼓子的传承也变得举步
维艰。当然，这同时也是当下中国“非遗传承”的现
状，年轻群体不肯学，只能靠老艺人们顶着高龄咬
牙坚守。 而保护非遗关键就在于保护非遗传承人，
若不能让非遗传承人群体实现良性循环，就免不了
面临“人亡艺绝”的趋势。

根据市非遗保护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2021年底， 我市市级以上代表性非遗传承人
中，65至69岁传承人有22位，70岁以上有60人，
而40岁以下青年非遗传承人占比相对较低。因
年龄、身体等客观原因，大部分非遗传承人参加
活动的频次和质量总体在下降。 目前，3名海州

五大宫调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传承人已经
去世， 只还有市级传承人。“不难看出，传
承人队伍老龄化逐年加重， 后继乏人，给

传承保护工作造成不小压力，
培养和储备年轻传承人的工
作已刻不容缓。” 市非遗保护

中心相关负责人坦言。

需要不断健全完
善项目和传承人体系

早在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要建立

非遗传承人退出机制。到了2017年，我市在
全国首家创新性采取 “代表性传承人退出机

制”，相继取消4个市级非遗传承人的传承资格，并对
7个项目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予以约谈警告，非遗传
承人的“帽子”不再“一戴终身”。此后，我市一直在积
极推进此项机制，同时加强工作监督跟踪，推进“荣
誉传承人”设立，形成“优胜劣汰、创先争优”氛围。

“退出机制有助于纠正一些申报人的短视行为
和功利主义，为盲目的申报热降温，引导各地将重
心从‘申报’转移到‘保护’上，但本身也显示出一些
非遗传承难以为继。”业内人士分析道。作为民族文
化传承的“活化石”，非遗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
长期以来，“重申报、轻保护”也确实是在非遗保护
过程中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个别非遗传承人在
得到头衔之后，不怎么干实事，这就需要一种合理
的运作机制，来有效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推进项
目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非遗
传承以良性土壤。

“光靠让不合格的传承人退出是不够的。”市非
遗保护中心专家介绍。 一些传承项目失去生存土
壤，传承人就只能维持生活，大部分会被逼另
谋他业。为防止“人走技失”，让传承人过得
尊严体面，真正将手中绝活传承下去并发
扬光大，就要加大保护力度，给传承人
提供更好条件，尤其对于可进行“生产
性保护”的项目，可以帮助搭建更大平
台，做好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工作。
当然，同传统手工技艺相比，许多非遗
项目无法走“生产性保护”这条路，这
就需要政府对此投入更多关注和经费，
也需要全社会建立责任意识， 培养社会
各界对港城文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彰显
文化向心力。

可以创新打造“传承人群”的路径
日前，2023年度全市非遗保护重点工作计划出

炉，计划中提及一个亮点工作：推进公益性、群体性
传承项目，探索实施“传承人群”制度，认定一批大
众化项目“传承人群”。市文广旅局非遗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只有广泛调动积极力量，才会尽可能抢救
性保护更多非遗项目。所以，我市不断探索出台相
关政策扶持，通过专项资金扶持、授予称号、表彰鼓
励等方式，推进传承人收徒、授徒工作，鼓励组建团
队进行传承活动。”

2021年，我市发布非遗“乡土人才”招募计划，
从租金优惠、项目资金扶持、营销推广支撑等多方
面出“硬招”。如今，一大批非遗人才走进民主路文
化街、二道街文化街区等景区，开馆设点，非遗加速

进入百姓视野、融入生活。省“三带”新秀徐姝姝就
在民主路经营面塑工作室。“我大学学的是韩语专
业，毕业后做的是会计工作，但在母亲影响下，10
年前辞职开网店， 搞人像订制， 之后慢慢转向面
塑领域。” 这几年她明显感觉到政府部门对手艺
人的认可与重视， 让她觉得自己的手艺活更加有
意义、 有价值。 她还获得市工艺美术大师以及江
苏省乡土人才“三带”新秀称号等，坚定了非遗传
承之路。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日前，江
苏省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圆满收官，其以推进江
苏文艺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为目标，积极探索
青年人才培养新路径，为传统非遗传承的“年轻化”
助添一把火。市淮海剧团青年演员薛梦雅入团工作
已有9年，曾被观众批评身上的舞蹈范儿太重。入选
“名师带徒”计划后，老师许亚玲指导她加强戏曲基
本功和唱腔的练习，时常通过微信语音视频、线上
教学，督促她在家也不可懈怠，坚持练功。几年来，
薛梦雅已斩获多项省级以上荣誉，持续深耕戏曲艺
术的信心也更坚定了。 她说：“我给自己定了目标，
未来就要向着标杆奔跑。”

做大做强社会化传承传播， 也是应有之举。市
文广旅局非遗处相关负责人坦言，2023年， 他们将
以举办“连云港非遗保护20周年”系列展览展示活
动为总统领，做好年度全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
遗宣传展示、“非遗保护20年” 工作成果展览展演、

园博会非遗展等社会化传承传播等；同
时推动非遗保护与旅游推广融合，

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线上自媒体
200人”“非遗推介官”计划；组
织专场业务培训，提升非遗
项目保护单位和传承人运
用新媒体、自媒体能力，形
成线上推广矩阵和人人都
能灵活运用线上阵地推广
产品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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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人 “记得住
的乡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地方特
色的产品、商品，成就了一批潜藏在乡村
原野、里弄街巷间的“老字号”，塑造了一
批独具地方风味的非遗品牌。

走进现代生活， 这些非遗技艺又面
临着传承人队伍逐步老化、 传承工作队
伍青黄不接的整体态势。那么，我市的非
遗项目怎样才能焕发新的光彩？ 能否重
新激活非遗传承机制的整体效
能，以期为我市的非遗保护
与开发利用提供 “长线
发展空间”呢？

助力 新华社发 王琪 作

面对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

我市需要打开“长线发展空间”

李树朴同志逝世
中共连云港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原副书记李树朴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14日逝世，享年85岁。
李树朴同志， 山东莱州人，1938年11月出生，1956年6月参

加革命工作，196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7月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