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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馆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需

要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持续贡献新力

量、注入新动力，形成强大的“非遗馆的

力量”。

本次“大匠至心”非遗传承发展杭

州沙龙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

办8届。在这里，大家阐发学术观点、分

享实践案例，提供科学方案并关照非遗

当代的价值，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沙龙以“非遗载体建设及可持续发

展”为主题，分为三个议题：一是非遗展

览展示创新理念的探索实践，探索非遗

展览展示理念的创新与实践；二是非遗

载体建设与传统工艺融合发展，探索

非遗传承发展的新方法、新路径；三是

非遗传承发展的多维思考与阐释，为

非遗载体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坚

实的依据。通过分享经验、交流观点、

探讨策略，为新时期非遗馆等非遗展

示载体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经

验，为促进非遗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

而《方案》对此，特地提出了“探索

非遗场馆浙江样板”，并出台《非物质文

化遗产场馆建设与服务指导意见》。实

施“省级第一馆”建设行动，打造浙江非

遗地标。在全省建设一批非遗品牌馆、

形象馆、网红馆，成为地方文化地标。

探索开展全省非遗馆评估定级，提升办

馆办展水平。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拓展非遗衍生品研发业务，推进

常态驻馆展示展演，推出更多优质服

务、增值服务。

此外，《方案》显示，浙江非遗将形

成 IP 集群。推出浙江“非遗嘉年华”，

打造集“吃、喝、玩、赏、购”于一体的非

遗活动新 IP。持续举办浙江省传统工

艺联创大赛，打造全国影响力的文创

大赛品牌。持续办好“少年非遗说”，

扩大覆盖面，提升影响力，打造全国非

遗普及传播第一品牌。鼓励各地因地

制宜，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非遗 IP。

实施非遗品牌扶持计划，推动高端产

品研发，促进非遗品牌与国际大品牌

合 作，培育非遗高端品牌，扩大消费

人群。到 2027 年，打造非遗高端品牌

100个。

最后，拓展“非遗+”新经济也将是

浙江文旅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其中，

《方案》明确将发展“非遗+时尚经济”，

细化到每年举行 50 场以上非遗主题时

尚秀；深耕“非遗+夜间经济”，依托非遗

项目发展夜游、夜购、夜食、夜娱等业

态；发展“非遗+国潮经济”，以非遗的跨

界植入、元素转化、时尚设计，形成非遗

消费新热点；发展“非遗+青年经济”，打

造符合“00 后”文化消费新趋势的个性

化、品质化和年轻化非遗产品；发展“非

遗+视听经济”，结合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技术手段，打造

一批非遗视听产品。

8 月 29 日，第八届（2024）“大匠至

心”非遗传承发展杭州沙龙在之江文化

中心启用一周年之际举行。同日，浙江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印发《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薪火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

到 2027 年，全省非遗系统性保护

水平显著提升，传承发展活力有效激

发，非遗当代价值充分彰显，形成一

批 具 有 浙 江 辨 识 度 的 标 志 性 成 果 。

力争新增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 2
项，新增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1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与

质量保持“双领先”；制定长三角区域

统一地方标准 1 项，非遗领域各类标

准达到 400 项；高质量推出省级非遗

主题旅游线路 20 条、省级传统工艺工

作站 20 家、各类非遗工坊 1000 家；举

办非遗主题时尚秀 200 场，实现非遗品

牌联名 500（件、套）、各 类 专 利 突 破

8000 项；建设省级高校非遗传习院 5
家，建成“非遗传承发展人才库”。非

遗保护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基本

建成非遗强省。

二十多年来，浙江不仅建立和完善

了四级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

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保护示范基地

等，相继实施了传统戏剧振兴计划、传

统工艺振兴计划以及曲艺传承发展计

划等，浙江省非遗保护工作走在全国

前列。

作为之江文化中心建设工程四馆

之一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浙

江省重大文化建设工程项目。经过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浙江省非遗馆于2023
年 8 月 29 日正式开放。一年来，成为城

市文化共享的重要资源。

◆根据《方案》，浙江省将树立人类

非遗和国家级非遗系统性保护省域标

杆 迭代升级全省 11 个人类非遗项目

保护机制，全面落实“一份保护规划、一

套完备档案、一本普及读物、一套校本

教材、一个宣传视频、一个专题展览、一

系列联创作品、一份发展报告”保护措

施，探索人类非遗保护“浙江模式”。

牵头做好“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等多省

联合申报项目的履约工作，制定项目

整体保护规划。强化人类非遗项目及

其 保 护 对 策 研 究 ，出 版 一 批 研 究 成

果。围绕丝、瓷、茶、二十四节气等人

类非遗项目培育一批品牌活动。高水

平做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

保护、传承工作，实现数量优势向质量

优势的跃升。

◆其次，打造“文化传承生态保护

区”矩阵 围绕丝瓷茶文化、宋韵文化、

南孔文化、吴越文化等浙江文化标识，

高水平建设 15 个省级文化传承生态保

护区，凸显区域文化形态、培育特色产

业集群，推进非遗整体性保护。提升国

家级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区建

设水平。

◆打响“浙江气派的非遗茶生活”

品牌 推进“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系统性保护，做强“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浙江省保护发展

联盟，建设“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浙江展示馆；建成 100 家省级

“非遗茶空间”，400 家市、县（市、区）级

“非遗茶空间”；深化“茶+万物”模式，发

展“茶+美食”“茶+养生”“茶+保健”

“茶+医药”等业态，拓展“茶非遗”生活

应用场景；全省联动做好“茶和天下 共

享非遗”主题活动。

◆激活“浙风古韵”文化基因 深入

开展重点非遗项目文化基因专项解码

与激活工作。开展“浙风古韵”词牌曲

牌整理活化行动，制定“1+10+N”工作

计划。“1”指建立一个“浙江省数字词牌

曲牌库”，对接“浙里文化圈”，实现“一

屏看全局，一键达预览，一触品经典”。

“10”指评选“十大曲牌词牌复排精品”，

指导各地开展传统戏剧复排、展演及交

流。“N”指多举措开辟戏剧活化新赛

道，开展区域试点，深化词牌曲牌艺术

创新和学术研究，推出一批戏曲词牌曲

牌活化主题品牌赛事，促进传统戏剧传

播与活化。

让浙江非遗的新时代活力“出彩”又“出圈” 做出示范，开启“非遗+N”文旅融合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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