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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

黄河文化魅力足

非遗助力老街聚人气

安徽黄山：

纸工艺展亮相古祠堂

11 月 11 日，参展艺术家（左一）在叶氏宗

祠向观众介绍作品。

当日，“文化之美·纸上空间”安徽纸工艺

项目年度成果展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南屏村

举办。 31 件 / 套以“纸”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在

徽派祠堂建筑叶氏宗祠和叶氏支祠中亮相，

旨在“从艺术的角度发现纸”，并探索非遗技

艺的展陈新方式和非遗技艺的在地艺术建构

功能。 陈钟昊 摄

鉴赏非遗木版水印艺术

体验版画手作乐趣

11 月 8 日，魏立中（右一）为师生进行展

览导赏。

当日， 十竹斋木版水印艺术作品展在暨

南大学广州石牌校区举行。 国家非遗项目木

版水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立中在展览现场

为学生导赏、授课，并指导学生体验木版水印

手作的乐趣。 卢汉欣 摄

浙江温州：

舞龙舞狮传承民俗

11 月 11 日，在浙江省温州市三

垟

湿地公

园北广场，舞龙队选手在比赛中。

当日， 温州市第八届全民运动大会 2023

年舞龙舞狮精英赛在温州市三

垟

湿地公园北

广场举行。 本次比赛分舞龙自选、舞狮自选、

创意龙狮、彩带龙等项目，设儿童组、青少年

组和成年组三个组别， 吸引来自温州各地的

舞龙舞狮队参加。

苏巧将 摄

“出锅喽———”在山东省东营市

利津县盐窝镇南岭村， 新鲜出炉的

水煎包尚在锅中嗞嗞作响， 就被排

队等待的食客预订一空。 南岭豆腐

绵软香醇，北岭丸子弹滑爽口，还有

老戏台上吕剧曲韵悠长、 街边黄河

口号子威武雄壮……每到周末，村里

的老街长巷非遗文化街便会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感受黄河口

文化风情。

“我们将与黄河口息息相关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搜罗起来， 打造了老

街长巷非遗文化街。 目前已入驻非

遗项目 35 个，沿街布设 21 家特色非

遗店铺，设流动摊位 90 余个。 ”利津

县盐窝镇副镇长李秀华介绍， 非遗

的传承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吃上

了“旅游饭”。

“千手织布”是街上一家不起眼

的小店， 里面整齐摆放着 32 台手工

织布机。 55 岁的村民陈翠英有节奏

地踩动脚下的踏板， 右手推拉木制

梭子在拉直的纱线中来回穿梭，大

半天就能织成一床 2.4 米长的老

粗布床单。

“这种古法老粗布每米价格 24

元左右，我一天可以织 10 多米。 ”

陈翠英说，她忙完家务常来这里织

布。 这里的工作方式很“原始”，织

布机、纱线由店里免费提供，村民

有空就来织布，每织两床给店里留

下一床， 另一床自己拿走当“报

酬”，自用或售卖都可以。

店主陈云生介绍，这种老粗布

床单厚实耐用、 舒爽板正， 十分热

销， 有时一天能卖出二三十床。 他

说：“也有大客户一下子想要上千

床，这我们可做不了。我们坚持手工

制作，要的就是这种传承。 ”

陈云生和妻子常在短视频平

台上直播织布过程，并邀请线下的

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传统织布工艺。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 我们

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 ”他说。

李秀华介绍，盐窝镇处于黄河

滩口， 自北宋时期人们在此制盐，

因此得名。 这里设立了永阜盐场，各

地客商纷至沓来， 形成繁荣街店，又

名“盐窝街”。

后来，由于黄河水浸灌 ，昔日盐

场逐渐没落， 人们回归传统农业，但

土地盐碱化成了困扰。 南岭村党支部

书记陈召荣介绍， 以前南岭村人均

1.2 亩地，主要种植小麦 、棉花 、玉米

等，每亩地一年挣不到 1000 元，村集

体收入每年只有 8 万元左右。

“昔日的‘盐窝街’ 成了如今的

‘老街长巷’。 村党支部成立合作社入

驻，增加了就业岗位 169 个，就业的村

民平均每月增收 1200 元左右，今年村

集体预计增收 20 万元。 ”陈召荣说。

老街有了致富新机遇，吸引更多

年轻人回归。 街上另一个店铺里，雕

刻成山形的香托上点着倒流香，乳白

色的烟雾顺着缝隙缓缓向下蔓延，宛

若河水汩汩流淌……这是黄河澄泥印

非遗传承人张金霞的新作品。

张金霞在黄河岸边长大，对黄河

泥土十分亲近。 她介绍，澄泥印用黄

河岸边的红泥制成。 经过揉制、压坯、

雕刻、 抛光以及烧制等 20 余道工序，

红泥变得质地坚硬 、光泽圆润 ，易于

雕刻，成为传统艺术的载体。

“入窑一色，出窑万千。 由于窑炉

结构不同和原料不同，坯料烧制后呈

现出红、黑、灰、黄、白等多种颜色。 开

窑是我最期待的时刻。 ”张金霞说。

曾在北京学习和生活的张金霞，

选择回到家乡开办工作室。 现在，她

一边制作和售卖澄泥印，一边承接研

学游项目。“今年国庆节假期，我的几

个工作室加起来平均每天有近万人

次参观体验，平时周末每天也能有千

余人。 ”她笑着说。

据悉， 自今年 2 月份开集以来，

老街长巷非遗文化街已累计接纳游

客 62 万余人次，接待研学游学生 3 万

余人次。“非遗文化给这条老街带来

人气和消费力，也为村民们创造着新

的幸福生活。 ”李秀华说。

（袁敏）

六安市召开知识产权强市建设领导组工作会议

11 月 7 日， 安徽省六安市召开

全市知识产权强市建设领导组工作

会议。 六安市副市长、一级巡视员孙

学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场监管局

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方厚奇

作全市知识产权工作报告。

会议通报了全市 2022 年知识产

权保护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和

2023 年知识产权工作开展情况 ，并

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进行部署

安排。 六安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

文旅局分别就 2022 年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检查考核问题整改情况及 2023

年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完成情况以及

下一步工作安排进行汇报。

会议指出，近年来，六安市委、市

政府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知识

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知识

产权强市建设， 在知识产权创新、保

护、转化运用方面持续发力，各项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 2023 年 9 月

底，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10.1

件，同比增长 21.7%，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 55 件、居全省第 1，地理标志产品

11 件、 居全省第 3。 但进步的同时也

要看到全市知识产权创造质量不高、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不强、知识产

权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等问题。

会议强调，下一步各成员单位

一是要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

设，全面落实《六安市知识产权强

市建设实施方案》，推进知识产权保

护创新， 谋划开展专利转化运用专

项行动，建立知识产权专业队伍，全

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是要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联动机制，

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三是要全面补齐短板弱项，查找原因、

对标对表做好各项工作。

会议要求，领导组办公室要充分

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树

牢“一盘棋 ”思想 ，推动形成条块结

合、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要压紧压实任务 ； 要紧盯质量 、 速

度、 位次 、 激励项， 有步骤推进落

实发明专利、 商标注册、 质押融资、

案件办理计划，确保各项任务能按期

保质完成。 （高先安 文 / 图）

图为会议现场。

市民在东营市清风湖黄河大集上参观非遗展。 郭绪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