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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创新型侗族非遗数字产业孵化

加 大 财 政 支 持 。 一 方 面 ， 资 金 扶 持 。 政 府 应 设 立

专项资金，对创新型侗族非遗数字产业项目提供资金支

持，包括初创期的资金补贴、研发阶段的资金支持以及

市场推广阶段的资金扶持。另一方面，税收优惠。对创

新型侗族非遗数字产业企业，政府应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

减免政策，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加快人才引进与培养。政府应支持企业与高校、科

研机构合作，共同培养非遗数字产业所需的专业人才，

同时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加强市场对接与推广。政府应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

文化展览、交流活动，为企业搭建市场推广平台，提高

侗族非遗数字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侗族非遗资源数字化多元产业开发

1、与文旅产业融合

建立侗族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建立侗族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对侗族非遗文化的

全面、深入保护和传承。深化数字化技术使用，提高非

遗保护的效率和效果。建立虚拟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

为公众提供沉浸式非遗文化体验，增强非遗文化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加强非遗文化传播与推广，吸引更多年轻

人关注和参与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打造侗族非遗精品旅游路线。使用GIS技术和数字化

导览系统对侗族非遗旅游路线进行空间分析，确定最佳

路径和景点布局；同时为游客提供实时的导览服务，包

括交通、住宿、景点介绍、路线导航、语音解说等。利

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侗族非遗旅游路线的精彩瞬间、

游 客 体 验 视 频 等 ， 吸 引 更 多 潜 在 游 客 。 与 在 线 旅 游 平

台、OTA（在线旅行社）等合作，将侗族非遗旅游路线纳

入其产品线中，扩大市场覆盖。

2、与教育产业融合

侗族非遗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原生状态、延续着民族的

生命记忆、蕴藏着民族文化根源，[4]在情感、思想、文化层

面有着独特的育人价值。因此，需要教育产业深入融合。

侗族非遗与研学旅行结合起来。将侗族非遗资源聚

集地打造成为具有代表性民族非遗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鼓

励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到此开展研学旅行活动。

这既可以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同时也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

效益，从而促进侗族非遗传承与教育产业的良性互动。

侗族非遗融入就业教育。发挥老一辈非遗匠人的传

帮带作用，为学生提供传统文化技能的培训，引导当地

学生利用本民族传统技艺开展就业和创业实践，帮助学

生学习和掌握传统技艺，实现就业和创业，在提高收入

水平的基础上不断传承文化，使文化遗产活起来。

3、与生态农业融合

文化与生态的结合。在生态农业项目中融入侗族非

遗文化元素，如将侗族歌舞表演、手工艺等作为生态农

业项目的特色内容。同时，在非遗数字化展示中突出生

态农业的特色和价值，实现文化与生态的有机结合。

产品开发与融合。结合侗族非遗文化和生态农业资

源，共同开发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产品。如将侗

族非遗元素融入农产品包装设计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开发以侗族非遗文化为主题的生

态旅游线路和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和消费。

农业观光与体验。结合侗族非遗文化，开发农业观

光和体验项目。如建立侗族生态农场，让游客亲身体验

侗族农耕文化和生态农业的魅力。同时，提供侗族非遗

文化表演、手工艺体验等活动，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结　语

数字化技术是推动侗族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

途径之一。即在遵循非遗传承发展规律和大众传播规律

的基础上，通过数字技术更好地呈现侗族非遗蕴含的深

厚价值内涵，将侗族非遗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侗族非遗数字产业的创新发

展。这一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

和协作，形成多方合力推动侗族非遗数字产业化创新发

展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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