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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让老传统焕发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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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产业
的弘扬发展、转型升级。

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东曲阜与专家学者代表座谈时指出，中
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
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
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我们提倡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
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要以中国为
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
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23年7月25日至27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四川考察时嘱咐当地负责同志，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2024年5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既是传统命题，
又是时代命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部
的传统文化巨矿被充分发掘，在新时代焕
发出了新光彩。

“渝味360碗”很热辣

火锅、小面、辣子鸡、毛血旺、花椒鸡、
豆腐鱼……重庆的热辣美食一直令游客赞
不绝口。前不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
委员会、市商务委员会、梁平区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重庆旅游美食“渝味360碗”发布仪
式。重庆火锅、重庆小面、万州烤鱼、歌乐
山辣子鸡等43道菜入选“渝味360碗”头碗
菜，梁平张鸭子、大足邮亭鲫鱼、老幺泉水
鸡等360道菜入选“渝味360碗”。这是重
庆首次由政府支持、行业协会推动，系统
化、品牌化、全民化评选和推广旅游美食品
牌，有利于进一步挖掘美食资源，推动美食
与旅游有机结合，实现美食与旅游深度融
合共进。

据了解，重庆旅游美食“渝味 360 碗”
源自川渝地区历史悠久的“九大碗”传统宴
席文化，囊括了重庆各个区县的特色风味，
既有武陵黑猪刨汤肉、九仓九龙烧白、利元
粉蒸肉、捌会馆古川菜八宝葫芦鸭这样的

“硬菜”，也有黔江区的马打滚、绿豆粉、荞
面烫，江津区的江津芝麻丸子、米花糖羹，
永川区的松溉猪儿粑，大足区的佘胖子传
统凉虾等特色小吃。

重庆旅游美食“渝味360碗”以渝味串
联美景，以美食IP提升旅游知名度和吸引
力，成为打造展示重庆特色、吸引外来消费
的美食旅游“金名片”，推动重庆美食经济
与旅游经济协同发展。

重庆旅游美食“渝味360碗”借助品牌
IP深度挖掘重庆美食文化内涵，将重庆各
区县美食进行系统性归集和发掘，形成由
特色菜品构成的重庆美食星链，旨在提升
重庆美食文化“软实力”，做强美食经济“硬
支撑”，助推重庆从“味觉高地”迈向“产业
高地”。

重庆市潼南区为充分挖掘展现特色美
食，于2023年9月开始在全区启动探寻潼
城“一镇一宴”活动，在23个镇街挖掘一桌
特色宴或特色菜，把潼南地道美食推介给
市民游客。

“接下来，我们将大力培育独具特色的
潼南美食产业，建设一批生态食材基地、培
育一批特色旅游美食企业、建设一批美食
消费体验点、扶持一批特色旅游美食旗舰
店、培养一批美食人才。”潼南区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活化石”绽放“年轻态”

“西安鼓乐是汉民族音乐最重要的文
化遗产之一，也是隋唐音乐的典型代表。”
面对笔者，陕西西安都城隍庙鼓乐社社长
张昭表示，长期以来，西安鼓乐的传承主要
是民间乐社间的传承，是师徒相传、口口相
传。如今，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员方面，民间
乐社都难以胜任当前西安鼓乐高质量发展
的需要。

不过令张昭高兴的是，作为全国首个
专业性鼓乐研究院，西安外事学院西安鼓
乐研究院近日挂牌成立。“这是一个里程
碑，研究院会把之前分散在各高校、各民间
乐社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张昭说，“我们民
间乐社将尽力提供素材，供研究人员开展
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升。”

据悉，西安鼓乐研究院下设鼓乐非遗
研究所、鼓乐创作工作室、鼓乐传习所、鼓
乐创演工作坊、鼓乐理论研究工作室、钟磬
研究所、琴瑟研究所、埙管研究所、响鼓研
究所、吟韵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所和工作室、
工作坊，是一家建制全、规模大的专业性西
安鼓乐研究机构。

“成立专门针对西安鼓乐研究与创新
的研究院，是推进西安鼓乐时代化发展的
良好契机和重要举措，十分必要，也十分紧
迫。”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高阳表示，希望西安外事学院以西安鼓乐
研究院成立为契机，把准西安鼓乐创新发
展的方向，充分发挥高校教育和科研优势，
以深入研究为西安鼓乐注入活力，赋予西
安鼓乐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增
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为西安鼓乐的传承、
研究、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西安鼓乐是流传于西安及周边地区的
大型民间乐种，源于唐，起于宋，兴于元、
明，盛于清，经过千余年的实践与发展，逐
渐成为一种大型民族古典音乐形式，被誉
为“古代的交响乐”“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
石”。2009 年，西安鼓乐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多年来，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致力于
让“活化石”演绎出贴近时代、贴近潮流的
时代乐章，是众多陕西文旅工作者、科研教
育工作者的共同心愿。陕西目前共有4项
世界级非遗项目，而西安鼓乐是其中唯一
在陕西且以西安命名的项目。因此，擦亮

“西安鼓乐”这一世界级文化名片，陕西责
无旁贷。

西安外事学院作为教育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基地，多年来始终致力于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注重西安
鼓乐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由黄藤一手创
办，以该校青年教师为构成主体的西安外
事鼓乐团，成立10余年来，以“弘扬中华文
化，传播古典音乐，振兴鼓乐艺术，凝聚民
族精神”为己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
断焕发鼓乐魅力。

“《大唐雅韵·钟鸣鼓乐》音乐会是新一
代传承西安鼓乐的典型代表作品。鼓乐曲
结构严密、完整，并且吸纳了埙、琵琶、筝、
古琴、瑟、笛子、轧筝、箜篌、二胡等中国古
典乐器，旋律悠扬、古雅，曲调庄重、精密，
艺术风格肃穆恬静、清雅闲适，全套鼓乐一
气呵成，颇具创新意味，充分展现了古都长
安音乐传统的独特魅力。”西安外事鼓乐团
负责人赵鹏表示，音乐会已面向学生、教师
及非遗爱好者演出220余场。此外，鼓乐
团的足迹遍布全国20余个省区市，还到10
多个国家进行交流表演。

笔者看到，舞台上，随着编钟曲《春江
花月夜》的奏响，月夜春江的奇美之境被音
乐渲染出来；《秦王破阵乐》鼓声威武，将战
士出征、杀敌凯旋的场景震撼呈现；“关关
雎鸠，在河之洲”，一位窈窕淑女在古琴演
奏中翩翩起舞……编钟、编磬、古琴、古筝、
箫、唢呐、埙、琵琶等中国古典乐器演奏的
传统曲目复原礼乐之美，再结合氛围感十
足的舞美和灯光音效，让观众沉浸其中，享
受传承与创新融合带来的视听盛宴。

西安外事鼓乐团已经成为西安鼓乐保

护传承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走出去交流互鉴，使传统乐技
与文旅融合、与新媒体传播相结合，让鼓乐
愈加青春而富有活力。去年，在西安举办
的中国—中亚峰会欢迎宴会上，西安外事
鼓乐团作为现场唯一的表演乐团，用中国
传统乐器表演经典曲目，惊艳现场嘉宾。

“西安鼓乐是古都西安一张亮丽的文
化名片。时代的发展需要西安鼓乐不断发
展，我们将努力办好西安鼓乐研究院，用现
代音乐的创作元素、技法、乐器及当代欣赏
习惯等赋能鼓乐团的表演，更好地推进西
安鼓乐的传承和高质量发展，向世界彰显
中国音乐的强大魅力。”黄藤表示。

古风新韵历史回响

提起拉萨，就不得不提到拉萨老城区
的八廓街。行走在八廓街，白墙、黑窗诉说
着八廓街的历史，透过点缀在藏式木窗间
的花架，隐约可见三俩孩童玩耍的身影。
这片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老街道，因较
完整地保存了拉萨古城的传统面貌和居住
方式，于2009 年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
名街”，2023 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旅游休
闲街区。

历经千年，八廓街仍然能够保持传统
风貌且繁华依旧，离不开相关部门对古城
保护的重视和投入。作为拉萨古城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2 年，拉萨市文物部门对八
廓街内的古建大院进行了全面普查和登记
工作，最终将56处古建大院列为拉萨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对其中年久失修的古
建大院开展了彻底的保护性修缮和日常保
养工作。

晨光穿过古树洒在石板路，集体经济
茶馆人声鼎沸；夕阳西下，大院内亮起的灯
光映衬出人间烟火……相关部门不断加大
对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力度，使古建大院
散发着时代新韵。居民们在古建大院里感
受着文化的魅力，品尝着幸福生活的滋味。

“为避免不当干预或破坏文物原有价
值的风险，在古建大院维修过程中，我们
管委会按照相关法规严把审批程序，确保
了古建大院的维修工作能够在专业指导
和监管下进行。这样的程序不仅保障了
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为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文化财富。”八廓古城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说。

近年来，八廓古城管委会严格按照“保
护为主、修旧如旧、复古如古”的原则，实施
古建筑修缮，并立足旅游资源，通过文旅融
合宣传展示八廓古建大院的历史风貌、文
化底蕴和独特魅力，让古建筑焕发新生机。

“在藏式古院中品尝一杯西式饮品，真
是别有一番风味。”跟随拉萨市民德央的脚
步，迈入八廓街一座静谧的古建大院，咖
啡、鲜花、藏毯、藏式木桌……“95后”藏族
小伙丹特在这里开了一家名为“森厦”的咖
啡店。一杯咖啡，一本书，咖啡的香味弥漫
在空气中，让这座古院焕发出新的活力。

“咖啡店生意特别好，我经常会给顾客讲述
大院的故事。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大院
见证了我的成长，我见证了大院的变化。”
丹特说。古院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
事，它曾鲜为人知，而现在，一杯咖啡重新

打开了古院的大门，迎接八方来客。
有人说：“八廓文物多，不可移动古建

筑更多，要想真正地保护，得靠生活在古建
筑附近的居民，让‘人’的因素参与进去，才
能真正使古建筑永葆生机活力。”如今，古
建大院所独有的历史印记、原始风貌，与民
宿、咖啡店、文创店等现代元素融为一体，
成为拉萨旅游文化的新名片和展现当地居
民幸福生活的窗口。

“吃土”吃出新天地

利用得天独厚的陶土资源生产酒坛，
川南小城自贡荣县一举占领全国 45%的
酒坛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土
陶年产值达 10 亿元，全县超 3 万人吃上

“土陶饭”。
荣县陶土资源储量超 12 亿吨，用这

里的陶土生产的产品耐酸碱、致密度高、
透气性好。在白酒、泡菜、豆瓣生产过程
中，优质陶缸陶坛是刚需。而荣县的地理
位置，距离白酒重镇宜宾、泸州，泡菜之乡
眉山，豆瓣主产区成都市郫都区都在 100
多公里。

从20世纪50年代起，荣县的土陶企业
和家庭土陶手工作坊不断涌现，到 2012
年，全县土陶企业和作坊已初具规模。

但是，传统土陶产业高能耗、高污染
的先天不足、相对落后的管理和生产方
式，让这一行业很快碰到发展“天花板”。
当时，荣县铁厂镇一带烟囱林立，空气质
量糟糕，百姓、政府、厂家都不满意，企业
也赚不到钱。

2012年，荣县全县土陶行业统一进行
关停、整合和技术改造，陶企只有全部完成
煤改气绿色化改造后才能继续生产。这一
壮士断腕般的“先手棋”，很快让荣县土陶
尝到了甜头——2016 年第一批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全面启动，全国范围内大量
陶企停产、停窑进行煤改气，因提前完成了
绿色化改造，荣县土陶靠着“时间差”快速
抢占国内市场，当时就抢下全国约20%的
酒坛份额。

从 20%到 45%的市场份额背后，是
荣县在技术改造和新赛道开发上的双
向发力。

2017 年，荣县出台《关于推动土陶产
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确定发展路
径——大力推进工业陶的技术改造和升
级。荣县陶瓷协会先后与当地陶企，泸州、
宜宾、隆昌等地共同制定质量技术规范、商
标使用管理规范等地方和团体标准，进一
步促进产业规范化。同时，荣县联合景德
镇陶瓷大学等5所高校院所，开展窑炉升
级改造、原料分析等技术攻关，建成全省首
条全自动控温隧道窑，较普通窑炉减少能
耗30%以上。

做优细分赛道，是荣县土陶产业做大
做强的又一发力点。荣县提出发展工业
陶、日用陶和文创陶细分领域，形成三大类
型陶产品并重发展的格局。

截至2023年底，荣县陶产业占全县工
业总产值比重预计可达18%，近五年产值
增速达12.65%。

2021 年，荣县土陶创意园应运而生。
园区引进陶瓷艺术家刘勇的“一澄工作室”

为主打品牌，由单一陶缸、陶罐向艺术陶、
文化陶、文创酒瓶、高档茶具和生活工艺品
延伸，开发特色文创陶产品数十类万余件，
背手目视旷野的苏轼、跳跃着火焰的火炉、
随性散落的书籍……这些精美的图样，最
终呈现在茶具、泡菜坛、酒坛等土陶器具
上，较普通土陶产品价值提升约10倍。

荣县土陶创意园集土陶文化创意研发
设计、生产制作、展览展示、创业孵化、研学
等功能于一体，最近两个月已承接全国各
类研学团队 2 万余人。而 2022 年 12 月底
投用的清华大学—荣县乡村振兴工作站也
带来新气象——向清华大学“借智”，对五
四陶厂老厂房进行工艺化改造，已布局文
化创意、教育培训、制陶体验、周边民宿等
7大产业形态空间。

目前，荣县已规划以铁厂镇为核心的
3000 亩土陶产业园，建设土陶生产加工
区、土陶文创旅游区、土陶配套服务区、土
陶技术研发区“一园四区”，形成集原料供
应、土陶生产、产品包装、贸易物流、技术
研发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截至 2023 年
底，荣县陶产业各类经营主体有75家，与
陶业相关的各类经营主体销售收入近 15
亿元。

结合自贡井盐产业园、石笋沟茶叶产
业园等，荣县已在建设陶文化博物馆，发展
陶茶文旅小镇，建成集陶艺体验、民俗文
化、陶产品展示、产品销售、乡村旅游为一
体的陶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推动产城融合。

打造能带走的“活体记忆”

千人学生队、千人汉服队、千人武术
队、千人旗袍队、千人舞蹈队……5 月 19
日，“畅游中国·幸福生活”“5·19中国旅游
日”新疆阿克苏地区系列活动在温宿古城
启动。当日，温宿古城人山人海，游客云
集。文艺汇演、非遗项目展演等活动精彩
纷呈，将阿克苏地区的传统文化、特色美
食、民族风情、体育赛事和特色展示紧密结
合，发挥“旅游+”的综合带动功能，为游客
呈现了一场场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的多
重盛宴。

从大年三十的一场春晚开始，新疆旅
游如有神助，特别是喀什地区，今年第一季
度，接待国内游客716.90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60.08亿元。待到天气回暖，一部分网
友“游喀什”的攻略还没做完，伴随热播剧

《我的阿勒泰》火热收官，北疆阿勒泰一跃
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据统计，自5月7日
以来，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累计接待游客
达44.55万人，旅游综合收入4.02亿元。

南游喀什古城，北上阿勒泰草原。不
少网友纷纷热评：“今年的旅游被新疆包圆
了！”其实，新疆旅游产业的火热并非偶然，
而是“以文化塑造旅游、以旅游彰显文化”
深度融合创新的综合体现。

那么，如何让这些明星产品满足游客
的热爱和需求？除了提升旅游服务和产品
质量外，在新疆，被记录的独特非遗体验、
能带走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品也给出了很好
的答案。

“以前我们做出来的骨雕艺术品，就像
收藏品，消费受众很少。”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蒙古族骨雕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根登加甫说。凭借对骨雕
30 多年的研究经验，让他深深意识到“如
何让更多人了解骨雕，了解当地文化”，为
此他找了很多方法。

直到在一次旅游节，不少游客看中他
的骨雕作品并咨询时，根登加甫有了“将非
遗技艺与旅游文创结合”的想法。他说：

“今年4月，我们设计的第一批文创产品已
经走向市场，反响很好，后期会设计更多款
式，打造自己的品牌。”

把“看到、听到、摸到、嗅到、尝到”的旅
行记忆制成产品带回家，在新疆，那些流传
了一代又一代的非遗技艺和少数民族手工
艺品，既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景观人文，又能
成为留存游客来过这座城市的“活体记忆”
载体，打造出独特的旅游名片和产业。

“去年我去喀什旅游现场定做了一幅
烫画，是我们一家三口的画像，很逼真，独
一无二。”四川游客范玲玲说，“每次看到画
像，我都能想起那段旅行。”

在喀什古城艾山玉山木质手工艺品店
内，木勺、木碗、木玩具等木质手工艺品琳
琅满目，被游客团团围住的玉山江·玉素因
正在用电烙铁在木盘上作画，他经营这家
木质手工艺品店已有30多年，“没有淡季，
一个月能收入两万元左右，古城改造之后，
我们这条街的手艺人都吃上了旅游饭。”

蒙古族骨雕蒙古族骨雕 陶瓷艺术家刘勇正在用荣县土陶创作陶瓷艺术家刘勇正在用荣县土陶创作

西安鼓乐在台湾海星高级中学演出西安鼓乐在台湾海星高级中学演出““渝味渝味360360碗碗””评选现场评选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