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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深入挖掘，并开发利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活态载体——传承人，要研究制定吸引和培养传承人的

制度，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使其能将这些珍贵民间技

能、技艺延续下去。

针对现在非遗后继乏人的状况，根据县情，可以把

非遗民间艺人纳入体制内，给予机构编制和财政预算，

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激发年轻人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优秀民间艺术的积极性。政府也可以提供优

惠 条 件 和 政 策 ， 实 行 “ 传 帮 带 ” 的 工 资 待 遇 和 补 贴 标

准，通过举办普查工作人员培训班、推荐专业骨干到有

关部门学习等方式，建立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人才队伍，激发更多的年轻人参与非遗传承工作。同

时尽快编辑有关非遗项目教材，抓好非遗项目进校园、

进社区、进乡村工作。

4、提高认识，加大宣传

通过多渠道宣传推介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提高

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的认识，还应该让富

县全体人民都树立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深入挖掘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

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一是利用节庆日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活动，

如歌舞展演，工艺美术品展览以及讲故事，唱民歌等活

动。二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集中的区域，建立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展示中心和传习所，定期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演出活动，并利用各种媒体（如

报刊，电视，舞台等）手段进行宣传活动。三是培养青

少年对非遗的兴趣，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在新时代，广

大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社会发展的希望，在非遗的

传承和发展中充当着主力军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培养青

少年对非遗的兴趣。学校可以邀请传承人讲解非物质文

化遗产有关方面的内容，对于能动手实践的，可以让孩

子们亲自体验，加大广大青少年对非遗的认识和认可，

这样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

参与到保护的行列中来，做到传承和发展。

5、创新方法，传承发展

结合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我们可以把非遗项目进

行创新性发展，将其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探索非遗产业

化新路径，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进一步挖掘

熏画、黑陶、泥塑等制作工艺流程，采取“多方投入，

依托市场，科学经营”的办法，鼓励和支持民间艺人大

胆创新，在保护非遗的同时，探索适合非遗产业化发展

的新路子，把传统的手工技艺从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

模式逐渐转向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销模式，使其成

为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

要加强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力度，努力提高其

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特别是对黑陶、泥塑、熏画等民

间工艺进行市场化开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产业化

发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富县旅游深度融合，建立

“非遗+旅游”的文旅发展理念，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平台，为现有的非遗资源再现努力探寻一个有效的

载体。比如我们可以在秦直道、石泓寺、开元寺塔等景

点，通过讲解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加以渲染，还可以

进行传统手工艺现场制作（如黑陶、泥塑），在吸引游

客兴趣的同时，也增加了旅游事业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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