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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挥作用，引导中小企业、个人创意工作室和家庭作

坊式民间工艺品产业的发展；强化以手工技艺为代表的

民族民间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积极组织申

报国家、省级非物质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规范行业

标准，建立民间工艺品产品质量认证、价值评级体系，

保护和提升工艺美术产品品牌形象，保障可持续发展。

依托手工艺行业协会认真落实文化产业市场法律法规等

规范管理政策，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提高全省各级政

府部门对民族民间工艺品及相关产业在地方经济、社会

和文化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加强行业协会在产业发

展 中 的 引 导 作 用 ， 整 合 相 关 资 源 ， 突 破 行 业 、 区 域 局

限，形成合力，促进陕西民间工艺品又好又快发展。

诚 然 ， 手 工 艺 人 也 要 准 确 把 握 传 统 工 艺 的 文 化 精

髓，在不改变其核心的条件下予以激活，开展兼具文化

与创意的手工艺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日本国宝级设计师

喜多俊之提出的“以传统手工艺为基础，展开富有灵魂

性的现代设计，是振兴地方产业的使命和价值取向”。[7]

创新对于传统手工艺来说，犹如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

给予其动力。非遗所强调的“活态传承”也必须通过创

新，设计方案的借鉴，材料和工具的优化，商业的跨界

整合和社会力量的参与都是推动非遗创新的有效要素。

手工艺的产业化进程中，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坚守

文化生态为前提，以推动经济增长为目标，以培育文化

品牌为动力，以创意和特色服务市场，从而提升核心竞

争力，实现品牌价值。此外，还可以引入“外援”，联

合文化创意团队，借助其人力和创意资源，开展手工艺

设计和生产，打造风格多样的手工艺产品矩阵，实现手

工艺行业新突破。

高校的突围之策

国务院颁布相关方案以助力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其中明确提出高校应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8]2021年

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参观“美术学院校庆

特别展”时，也强调了艺术服务城乡建设的重要性。[9][10]

（一）提升文创设计人才的培养质量

在 现 代 社 会 生 活 的 极 速 变 迁 中 ， 手 工 技 艺 虽 然 日

渐式微，但仍有一部分传承人在延续着。“非遗”保护

的核心是“活态保护”，[11]即对传统手工艺人的保护，

可参照“未来设计，源于地方传统工艺”“传统工艺与

思想融入现代设计，活化地方产业”等发展思路，建立

“手工艺人+设计师”团队，手工艺人借助设计师的理

念，设计师借助手工艺人的技能，通过艺术实践、专业

设计、材料开发、创新思维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从而达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鼓 励 应 用 型 高 校 致 力 于 社 会 实 际 需 求 ， 探 索 手 工

艺文创设计人才培养之路。在设计学专业教学过程中从

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专业群建设、课程群建设等

方面进行改革，修订人才培养目标；重视设计类专业的

思政功能，强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了解乡村、

熟悉乡村文创设计，致力于乡村手工艺产业发展的设计

师；探索党的建设、团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创类

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发挥其助力

人 才 培 养 和 教 学 改 革 的 功 能 。 根 据 调 整 优 化 后 培 养 目

标，修订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等本科专

业的人才培养方案，重新梳理公共课、学科基础课、专

业基础课、选修课的课程体系与结构，以及理论课与实

践课的体系与结构。

（二）构建校园传承体系

鼓 励 、 支 持 高 校 开 展 非 遗 进 校 园 活 动 。 聘 请 工 艺

美术大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民艺

工作坊”等非遗进校园活动，营造沉浸式的实践教学现

场，开展系列实践活动，强化实践教学平台建设。鼓励

校企合作、聘请专家顾问、打造特色精品课程及教材，

以“工匠精神”为灵魂，突显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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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阳县绣娘们正在制作虎头香包

汉中市南郑区让“老手艺”绽放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