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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柘荣：“活”了非遗 “火”了乡村

暮春时节，草长莺飞，走在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各街区、乡镇，很容易发现剪纸等非遗元素与

当地各领域的深度融合。

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柘荣拥有世界、国家、省、市级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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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涵盖剪纸、白茶、紫砂

壶等制作技艺，马仙信俗等民间习俗，布袋戏、评话等戏剧曲艺。 近年来，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当

地党委政府的“双向奔赴”下，一座座非遗传习所接连成立，一件件文创产品脱颖而出，非遗传统技

艺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剪纸“剪”出增收路

柘荣县城郊乡靴岭尾村，一座被刀

剪艺术气息环抱着的村庄。 村内设有形

形色色的剪纸传习馆、体验馆，剪纸元

素融入庭院立面、田间地头，漫山剪红

在白墙灰瓦的映射下显得分外美丽。

原先的靴岭尾村并非此番图景。

“话说前几年，群众有怨言；村庄容貌脏

乱差，裸房灰楼随意搭；群众收入靠的

啥，几

坵

田来几株茶；软弱涣散出了名，

谈起发展没信心。 ”城郊乡小板凳宣讲

队的这段快板词，讲述的就是这座村庄

曾经的样貌。

变化始于

2018

年。 彼时，柘荣县委

组织部提出“导师帮带”制度，由现任城

郊乡党委书记袁宗昂挂点靴岭尾村。 经

过充分调研，袁宗昂发现，靴岭尾村拥

有超过

400

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剪纸在

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他认为，这

背后蕴藏着乡村振兴的密码。

瞄准“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思

路，靴岭尾村第一步要做的，便是深化

剪纸技艺的大众化传承与创新。

2018

年

3

月

31

日，靴岭尾村举行了首期剪纸培

训班开班仪式。 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

来了，大家很好奇 ，剪纸这项传统技艺

究竟能带给村庄怎样的改变？

“我们从村民熟识的灵芝、蘑菇、太

子参等题材入手，以此激发他们浓厚的

学习兴趣。 ”柘荣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郑平芳说。 目前，靴岭尾村已陆

续培育剪纸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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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 其中

7

人正

式申报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

村民对剪纸的认同感 、 参与度增

强，也通过剪纸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靴

岭尾村以支部领办合作社及企业的形

式， 成立

4

家公司实体， 由村集体、村

民、乡贤入股，引导更多村民参与其中，

共享发展成果。

除了传统室内摆件，当地正在探索

剪纸春联、金银箔剪纸以及剪纸铝板户

外装置等一系列剪纸原材料和剪纸表

现上的创新；还根据年轻消费群体的需

求，推动剪纸与书画艺术、装修装饰、动

漫等领域相结合， 开发更多文创产品。

目前，全村文创关联产品产值达

400

多

万元，剪纸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另一方面，剪纸元素也有机融入了

当地载体空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体验。 如今，靴岭尾村已蝶变为年游客

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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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的网红村。 锚定“中国

剪纸第一村”目标 ，靴岭尾村还将争创

集艺术研究、人才培育、创意设计、生产

加工、展览展销 、研学体验为一体的国

家级剪纸文化产业示范园，进一步探索

“剪纸

+

文旅”的乡村振兴路。

彭鼓“敲”出新村庄

柘荣县富溪镇霞洋村同样凭借非遗

出圈。 这里闻名遐迩的竹钉鼓（又名“彭

鼓”）制作技艺，被列入宁德市第七批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鼓的应用场景众多， 包括祭祀、寺

庙道观、舞蹈戏曲、民俗活动等。 早年工

匠制鼓多用铁钉，容易生锈。 清代光绪

年间，霞洋村工匠彭朝榜受浙江泰顺鞔

鼓艺人启发， 将鼓钉用材改良为竹钉，

一来竹子不容易吸水 ，更加牢靠；二来

山林间广泛种植毛竹， 便于就地取材。

这项技艺由此传习百余年。

霞洋村党支部书记彭赵速，是竹钉

鼓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 据其介

绍 ，制鼓主要分为选料 、制鼓身 、牛皮

处理、 蒙鼓面、 封鼓仪式等五部分，涉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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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道工序， 其中最难的莫过于牛

皮处理。“鼓面制作选用的是牛皮 ，以

黄牛皮为佳。 首先要将牛皮进行浸泡，

春夏约三四天 ，秋冬则五六天 ，直至牛

皮变软、有韧性。 紧接着要剔除皮面的

牛毛与赘肉。这道工序尤其考验手上功

夫，用力过猛可能刺穿牛皮 ，用力不足

则刮不净杂物 ，影响鼓的音质 。 ”彭赵

速说。

制作一个直径

60

厘米的竹钉鼓 ，

经验丰富的老匠人都得耗费至少

8

天

时间，收入并不稳定。 于是，这项需要长

期沉淀与磨砺的技艺渐渐遭遇冷落。

2015

年， 在外打拼的彭赵速听村

民提起竹钉鼓制作技艺面临失传风险

后，毅然选择返乡坚守老本行。 他意识

到，唯有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

丰收，传统技艺方可实现自我造血。 于

是， 霞洋村开始探索“支部领办企业

+

庭院经济 ”发展模式 ，在村里修缮制鼓

工坊，针对手工制鼓流程相对较长的特

点，公司将制鼓工序拆解 ，以计件方式

对工匠进行付费 ， 每年可为村民增收

6000

元以上，产品的质量与数量都得到

显著提升。

“父辈那代工匠更多是被动承接订

单。 我在想，能否通过创意革新，推动非

遗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在彭赵速的推

动下， 支部领办企业积极开展校地共

建、企业共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的学

子多次深入霞洋村，帮助打造“小彭友”

文创标识，助推开发鼓凳、首饰盒、文具

等一系列文创产品；在与厦门文创公司

携手之下，霞洋村积极开展竹钉鼓文创

直播活动，试水海外市场。

以竹钉鼓非遗技艺传承为纽带，霞

洋村在基础设施建设、 人居环境整治、

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下足功夫。 该村先

后实施传统建筑修缮、 河道生态修复、

全面绿化工程等项目， 打造美丽庭院；

将彭鼓文化植入硬件提升工程，建设彭

鼓主题馆、彭鼓制作非遗工坊 ，房前屋

后处处可见彭鼓元素；“小彭友”文创标

识微景观被省乡村振兴局评为

2023

年

度美丽乡村微景观。

令彭赵速欣喜的是，去年，有两位

大学生看到村庄的发展，也回到故乡投

身非遗工坊的运营。“看着从小钟爱的

传统技艺发展壮大、后继有人 ，对我们

而言是最大的慰藉。 ”彭赵速说。

（尤方明 陈丽彬）

被剪纸元素装点的靴岭尾村（受访者供图）

书屋“小阵地” 文化“大粮仓”

宁夏持续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晌午时分，天色一片澄净。 宁夏回

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硝河乡硝河村

的黄土坡上， 村民苏占山顶着大太阳，

急匆匆地往村头走 。 家里的牛食欲不

振，愁坏了这个养牛汉。 路上有人见他

行色匆忙，问苏占山要干啥，他只回了

两个字———“找书”。

走进村头的图书馆，苏占山找到一

本《肉牛培育技术手册》。 查阅一番，他

找到了牛生病的根源，原来是青储饲料

和盐的配比出了问题， 牛消化不良，胃

上落下了毛病。“现在养牛，一遇到问题

就往图书馆里跑。 ”苏占山说。

在西海固，苏占山不是个例。 近年

来，宁夏持续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

2017

年，西吉县为全县

295

个建制

村建设了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如今，

一座座乡村图书馆立在村头，围绕图书

馆还建起文化活动室，成为村民们学习

知识、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

“现在我们保证每个村级图书馆的

书目不少于

1000

册， 而且为了适应农

村实际情况，其中农业技术相关的图书

占比达到

60%

以上。 ”西吉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局长陈丽霞说。

打开手机，扫描门口借阅机的二维

码，一本电子版《电焊工基本技术》就出

现在面前。 看着书中可保存、编辑的图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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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苏占虎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半

天。 苏占虎从汽修专业毕业后，在县里

的汽修厂做工， 可工作上手难度太大。

过年回到硝河乡，竟然在图书馆发现了

对口书籍。“一扫码就能看到最新的电

子书，浏览和保存资料更方便了。 ”

“现在的农村图书馆建设，要在数

字系统和书目流通上下功夫。 ”西吉县

图书馆馆长马有国说 ， 乡村图书馆的

书目较少、更新困难 ，为了提高图书流

通率，县图书馆打通借阅系统 ，在各乡

镇建立起“通借通还”制度。“这样不仅

增加图书流通量 ， 未来根据书目增减

还能做针对性的采购 ， 更好满足群众

需求。 ”

“现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承担起越

来越多的功能。 ”硝河乡党委书记王志

杰说 ，除了能看书，这里也是自习室 、

活动室。“原来村里只有一间十几平方

米的房子，只有单一的图书阅览功能 。

现在经过翻新改造书架 、 新增台式电

脑 、 配齐阅览桌椅 ， 阅览室变得更宽

敞 、更方便，不仅人多了，活动也丰富

起来。 ”

近几年，西吉县按照“百县万村”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标准，把图书

馆的小房间扩展成包含图书、 文化用

品、广播影视器材等在内的大场地。

窗外晴空如洗， 新建的图书馆里，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晒得苏占山浑身

暖洋洋的。 他说，围绕图书馆建起的文

化活动室， 成了乡亲们最喜欢的地方。

农闲的时候，大家在这里下棋、跳舞，还

成立了一支秦腔队，“乡亲们聚在一起，

精气神提起来，何愁日子过不好？ ”

（秦瑞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