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9 日，由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主办的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薪火行

动启动仪式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入选人类非遗两周年浙江主

场活动在杭州余杭举行。

会上举行了第二批省级传统工艺工

作站颁牌仪式、2024 浙江“非遗茶生活”

传统工艺联创大赛颁奖仪式。北京市阳

光健康公益基金会发布“茶非遗专项基

金”，助力浙江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文旅

消费场景，共创共享共赢的“茶非遗”系

统性保护格局。

今年8月，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印发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薪

火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7 年，全省非遗

系统性保护水平显著提升，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数量与质量保持“双领先”，

培育各类非遗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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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

护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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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浙江非遗发展
开一帖综合“处方”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陈广胜指出，非遗是传统文化，

更是生活方式，涵盖衣食住行、娱乐信

仰，世代传承、“日用而不觉”，润物无声

地贯穿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

会观、道德观。可以说，非遗是无限的底

蕴，更是无限的未来。

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入选人类非遗两周年的节点上，启动

非遗传承薪火行动，正是回应浙江非遗

如何守正创新，通过不断创新保护举措，

塑造浙江非遗形神兼备的气质，形成更

多独树一帜、高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充

分彰显浙江气派。

陈广胜以传统中药的理论与学说，

为浙江非遗高质量传承发展开出一贴

“处方”，对非遗传承薪火行动进行了动

员部署。

他强调，要有“上医治国”的观念，确

立生态思维，弘扬当代价值，强化守正创

新，在系统性保护中构建非遗传承发展

新格局，面向时代与古为新、面向民众与

时偕行。要有“固本培元”的行动，以扎

实举措促进非遗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巩固根基、培养元神，聚焦标识打造、产

业培塑、融合激活、制度护航、数智赋能、

人才培优等六大行动，打好非遗事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组合拳。

要有“肝胆相照”的责任，对非遗项

目进行精准分析，找出其核心价值、传承

难点和发展路径，须事上炼、事上磨、事

上见，才能见水平、见担当、见真知，全力

以赴追求非遗保护的长远目标和可持续

发展，加强多部门协同，统筹政策支持、

市场机制、媒体资源等各类社会力量，持

续放大非遗保护声量，让非遗焕发新的

时代光彩。

各地激活年轻力量
让老手艺更“年轻”

浙江非遗，如何激活年轻力量，让

老手艺更年轻？会上，余杭区、鄞州区、

苍南县、东阳市、临海市五地分享了实

践经验。

▶余杭：书写径山茶全球故事

余杭径山是茶圣陆羽著经之地、茶

道起源之所，千年前的一叶嘉木，正是从

这里出发，远跨重洋、香飘海外。

近年来，余杭区聚焦全频共振，生动

书写径山茶全球故事。一方面是以“学

术力”加强文明互鉴。余杭持续举办中

日茶文化交流活动，支持径山茶宴参加

世界佛教文化艺术展演，编撰“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中国茶文化传承传播与高质

量发展论文集，“茶道之源”国际影响力

不断升级。

其次是以“年轻化”促进破壁出圈。

余杭探索“非遗茶+游戏”，携手腾讯游戏

推出《径山寻遗录》，推广年轻用户破千

万；“天下径山茶道之源”余杭非遗茶生

活系列活动入选首届全国非遗传播活动

创新案例。

最后是以“国际化”推动文化出海。

径山点茶亮相首届良渚论坛“艺汇丝路”

外国艺术家采风活动；赴白俄罗斯、美

国、韩国等开展茶文化交流；借助巴黎奥

运会平台开展“径山茶 X 法国香水”系列

宣传。

▶鄞州：融入公共空间，让非遗品

牌“活起来”

作为浙江省“非遗助力共同富裕”试

点地区，鄞州区致力于融合打造“空间+”

新业态。

融入文化新空间，着力打造一批以

非遗为主题的城市书房、文化驿站、嵌入

式文化新空间，推动非遗与城市建设、群

众生活有效衔接。

融入演艺新空间，创新“非遗+演艺”

模式，让非遗以更加生动、年轻的面貌走

进大众视野，也为演艺注入新的活力与

内涵。

融入社区新空间，推动非遗元素融

入党群驿站、健康驿站、小哥驿站等社区

新空间，形成一张覆盖鄞州 22 个镇街的

“非遗地图”。

▶苍南：非遗助力共富，带动乡村

振兴

传统工艺市场化运作，不仅增加了

工艺从业者的收入，也为当地居民提供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积极推动非遗企业

与苍南各乡镇 13 家农村合作社联建合

作，累计派发传统工艺订单 50000 余件，

近百名留守妇女直接参与订单制作，人

均月增收 1500 元，累计带动 1000 多农户

参 与 原 材 料 种 植、加 工 ，人 均 年 增 收

20000 元以上，实现生产非遗衍生品 100
种以上，年产值2亿以上。

▶东阳：“非遗+影视”，助力传统

文化出海

东阳依托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优

势，解码非遗技艺，将木雕、中医、美食等

数十项非遗元素紧密融入热门影视剧，

讲好中国故事。如，电影《封神》第一部

“置景木雕”155 人都是来自东阳的木雕

匠人。欢娱影视出品的《尚食》以弘扬非

遗美食文化为主题，在新加坡地区广受

好评；文化都市剧《正好遇见你》采用“戏

中戏”的形式，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近20种

文物和非遗项目。

▶临海：打造传统文化知识产权

保护“县域样板”

针对非遗传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知识产权立法供给疲软、权利主体难以

确定、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临海积极

探索非遗赋能传统文化高质量发展新

路径，搭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新

平台。

去年一年，临海市颁布《关于进一步

推进知识产权助力非遗等优秀传统文化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并在全

国率先开展非遗知识产权公知公用工

作，以省级以上非遗项目为重点，临海界

定“私权”和“公权”，保护非遗技艺“压箱

底”绝活。

同时，临海开展多部门协同合作，凝

聚行政、司法、社会三方保护合力，以高

压态势打击非遗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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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拓展，
看浙江省非遗“薪火”如何缔造“新火”

◎ 记者 刘 青 通讯员 罗艺杰 供图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在浙江，非遗走向世界、走入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更是凝聚合力，以制

度与政策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保驾护航。非遗与大众的距离，也因此越来

越近。人们不再满足于只做“看客”，而是去探访、去触摸、去体验，真正连接

起过去与现在，让厚重的历史轻快地穿越到当下，住进年轻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