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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兴趣”为核心，展现疆绣非遗的时代风采，实现经济

效益转化。

（二）加强培训，招贤纳士

人才是乡村非遗传承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加强乡村疆

绣传承发展，以人才资本活化乡村非遗的保护和利用，发

扬传承以培训研究、研培项目等形式积淀的成果。首先，

鼓励非遗工坊、人才创业就业基地等专业机构的建立，为

疆绣产业输送各类人才。深化疆绣产业与高校、企业等机

构之间的合作交流，鼓励高学历人才投身疆绣的产供销各

个环节。政策引领鼓励新媒体运营企业入驻，依托专业运

营模式，通过直播、线上店铺、视频剪辑等宣传推广疆

绣。其次，完善人才回流和引进机制。既要重视返乡人才

安置，又要充分发挥本土人才优势，尤其是“新乡绅”的

重要作用。通过机制完善吸引外资建厂和优秀人才回流。

做好乡村非遗人才服务疆绣产业，并从技法传承、管理服

务、媒体运营、经营销售等多方面建立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扩大人才总量、提高人才质量，优化人才结构。

（三）深知其本，守正创新

提高疆绣市场认可度的关键在于与时代生活密切联

结，确保其在快速变迁的当代社会中得以持续发展和繁

荣。疆绣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构成，非遗文化源于民

间，也存于民间，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想要实现其更

好发展，就要多走进民间，多融入当下生活。首先，立足

疆绣文化符号的传承谱系与田野调查并重，知其来处才能

设计好它的去处。其次，要既深知其本，又结合时代语

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利用新媒体工具将其

更好地传承下去。在呈现的内容中讲好疆绣背后故事，通

过艺术植入、现代文创，让古老的非遗以更加时尚的方式

打开、更加轻松的方式表达，融入旅游、融入课堂、融入

人们的生活。对于文创产品，在非遗从文化价值转化到

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找到当下复活、经济变现的市场空

间。[8]尤其是将其与旅游更好结合，将非遗文创、非遗体

验、非遗购物做成营销最突出的卖点，[9]开发个性化、特

色化、年轻化的疆绣产品。[10]

结　语

文化是民族的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

纽带。[11]在我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艺术形式都隐

藏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疆绣作为一种风格迥异、历史悠

久的艺术形式，蕴藏着丰富而且绵长的思想感情，作为文

化产业的一部分，它的传播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

重要的现实意义。[12]在新媒体盛行的当下，疆绣技法的传

播和发展不可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而应发掘创新、发扬

光大，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国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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