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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是我国非遗富矿。今年两会期间，从事非遗传承
工作的住西部全国政协委员、西部全国人大代表引人瞩
目。两会胜利闭幕，但他们所代表的西部非遗传承人，永远
在路上。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
县钰尼文化艺术传承中心校长杨
钰尼出生于 1996 年，是年龄最小
的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她来
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是一名从小在梯田边长大的

“哈尼姑娘”，也是一名从事哈尼
梯田文化传承的青年工作者。在
接受采访时，杨钰尼展示了一份
足有 70 多页的文档，里面记录了
她一年来的各项履职工作。学
习、宣讲、参加调研、接受采访、录
制节目，这名“95 后”一直在不遗
余力地推动非遗与青年的“双向
奔赴”。

2010 年至 2013 年，红河哈尼
梯田先后列入联合国粮农组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成为
我国第一个以民族命名、以农耕
文 明 为 主 题 的 活 态 世 界 遗 产 。
在丰富的哈尼农耕文化中，还有
多项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民间歌舞，比如乐作舞是一
种哈尼族和彝族共有的歌、舞、
乐一体的古老民间舞蹈，在 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杨钰尼一直关注哈尼文化的
保护传承。2015 年，还在上大一
的杨钰尼在家乡创办了红河县钰
尼文化艺术传承中心，开展多声
部民歌、乐作舞、哈尼儿歌、器乐、

手工艺等教学，努力引领山里的
孩子开阔视野，并借助舞台演绎
哈尼族文化。八年间，她和她的
团队累计培训学员 3000 余名，越
来越多的学员凭借歌舞艺术走出
大山。

“今年春节期间，我的一个学
生来拜年，说即将大学毕业，想写
一篇关于乐作舞或者是传统文化
传承价值的论文，问我可不可以。
我说太可以了！”杨钰尼告诉北京
青年报记者，之前有人问过她，她
的小团队能力有限，能为哈尼文化
的传承做出多大贡献？她回答说，
自己有那么多学生，十年之后、二
十年之后，哈尼梯田文化保护的队
伍会越来越壮大，没想到仅过了八
年，就已经有学生在做文化传承的
工作。

去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杨
钰尼就提交了《保护哈尼梯田良田
沃土，传承世界遗产农耕文明》的
提案。今年参会之前，她专门去拜
访了乐作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李阿胖，询问她有关非遗
传承的建议。

非遗如何创新发展？今年，杨
钰尼有很多规划。她要用“乐作
舞”的音乐旋律结合年轻人喜欢
的流行元素创作一个舞蹈作品，
还要探索“互联网+文化传承”。
全国两会期间，杨钰尼提出，建议
在乐作舞、多声部发源地阿扎河
乡建“乐作舞广场”“长街古宴长
廊”“哈尼古歌农耕技艺展示厅”，
鼓励、引导原住民开展以四季生
产调、乐作舞、哈尼多声部、梯田
耕作技艺为重点的民族文化传承
活动，开展青少年研学、梯田文化
课堂实践等活动，组织全国农耕
技艺技能大赛等活动，造就一支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哈尼梯田
农耕文化人才队伍。

今年寒假，15 名大学生走进
田静的非遗传习工坊，感受云南
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了解家乡传
统文化。

田静所在的云南省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有1200年的
建城史，素有“滇南邹鲁、文献名
邦”之美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就有10个。但她发现，不少从这
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并不了解家乡
的传统文化细节。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水紫陶烧制技艺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建水
紫陶技能传习中心理事长田静每
年都会为返家乡大学生搭建实践
平台，通过不同主题，向大学生展
示家乡传统文化、介绍建水紫陶烧
制技艺。

“今年寒假有15名大学生参加
实践，9名来自乡镇。”田静表示，年
轻人肯来参加已经不容易，“我们
认真付出，通过一个个主题，为大
学生提供既可以实践又能了解家
乡的机会。”

田静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履职过程中，她十分关注非遗在青
少年当中的传播和弘扬。成立紫
陶技能传习中心，每年定期免费举
办培训，开展“小小传承人孝亲课
堂”项目，让孩子们从小接受传统
文化的熏陶……她尽力在更多地
方，以不同形式播撒非遗的种子。

近几年，在田静的影响和带动
下，先后近百名青年加入紫陶行
业，越来越多的青年能留在家乡，
身怀一门手艺养活自己。

10年前，返乡青年李丹丹为了
生计，跟着田静学习紫陶烧制技
艺。在学习过程中，曾经容易急躁
的李丹丹做事变得有条不紊，心态
也更乐观。如今，她不仅成为一名
紫陶烧制技艺传承人，还协助师父
田静做建水紫陶传统手工艺的传
承工作，参与开展“大学生返家乡
社会实践”、做“小小传承人孝亲计
划”，这也坚定了她追随师父的脚
步、努力充实自己的信念。

“非遗传承的核心是人，制约
非遗保护传承最大的困难是后继
乏人。”在田静看来，非遗传承人的
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传统技艺
类非遗，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实践，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通
过生产工艺环节来体现。因此，传
统技艺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培养

模式，更强调在生产环境中实现，
需要进一步统筹学校教育、非遗传
习中心（工坊）实践等方面的力量，
让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以“活态
性”更好地进行传承。

基于此，去年全国两会，田静
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传统技艺
类非遗传承人培养》的提案，并建
议制订更加精准的培养目标和计
划，加强代表性传承人的学徒制培
养模式探索，“以奖代补”鼓励传承
人培养。

田静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有力推动我国非遗的保
护、传承、利用工作。

想要取得成效，不可能一蹴
而就，政策的推进落实也并非一
日之功。

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田静每
一年都会带来非遗项目保护传承
的相关提案，持续为传承人发声。

“有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后，又会继
续查漏补缺。”她说。

2021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田静发现，其中不少与
自己曾经在提案当中的内容引述
相关。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非遗春
节联欢晚会》《非遗里的中国》等节
目的广泛传播，田静感受到社会对
非遗传承人和非遗文化更加关
注。这更加坚定了她继续在这条
路上“查漏补缺”的信心。

每年走访各地传承人，是田静
履职调研的规定动作。她发现，由
于信息不对称，很多时候政策出台
了，传承人却并没有很快获得相关
信息。田静希望结合自己的实践
和调研，向更多人普及相关政策，
也让更多传统手艺人的困难能被
政府部门看到。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要不
忘职责和使命提出有价值的提
案。”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勉
冲·罗布斯达连续多年建言唐卡艺
术的传承与发展，得到有关部门高
度重视。

“多年来，我提出的提案都得
到了相关部门的回复和解决。”
勉冲·罗布斯达说，自己当选委
员的第一件提案是《关于在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中增加唐卡类报
名选项的提案》，这个提案提交
后唐卡类作品顺利得到了参展
资格，这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履职
热情。

2021 年勉冲·罗布斯达提出
《关于提请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民族
手工艺传承发展工作力度的提
案》，该提案被评为“全国政协2021
年度好提案”。勉冲·罗布斯达说，
这是对他委员工作的肯定和嘉奖，
委员只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提出有价值的提案，一定能够发
挥重要作用。

勉冲·罗布斯达出身于唐卡绘
画世家，家族里的五代人都从事传
统勉萨派唐卡绘画，为带动西藏唐
卡艺术的发展，他于2012年创办西
藏唐卡画院，将家族技艺无偿教给
学生，使唐卡艺术得到与时俱进的
保护传承和发展。

“唐卡画院破除了传统思想观
念，使家族技艺得到了更好发展，

也使许多女性同胞加入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中。”勉冲·罗布斯达
说，传承发扬民族文化和繁荣发展
文艺事业就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发展。

今年全国两会勉冲·罗布斯达
继续聚焦唐卡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他希望进一步深化唐卡艺术与旅
游融合，“景”上添“画”更好地保护
传承发展西藏唐卡艺术，同时促进
西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旅游业成为带动西
藏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也成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
要渠道，通过推动‘非遗+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能够在旅游中进一步
提高唐卡艺术的影响力，促进唐卡
艺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
展。”勉冲·罗布斯达认为，唐卡艺
术与旅游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近
距离观赏唐卡制作过程，亲身体验
唐卡绘制感受传统技艺，对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代表，你们这个‘哦得得’是
哪样意思哦？”

“这个相当于我们怒族的语气
词，有‘慢慢唱’的意思，现在已经
成了我们怒族民歌的曲牌名。”

来自怒江大峡谷的全国人大
代表、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郁伍林，聊起怒族民歌、聊起老
姆登村、聊起旅游民宿，就打开了
话匣子。

郁伍林从小就能歌善舞，常被
选为怒族代表外出展示民族文
化。1997 年，他回到家乡，想为传
承发扬怒族文化做更多的事。他
潜下心来，经常去拜访村里的老艺
人学习怒族传统文化，并进行挖掘
整理、练习掌握。经过多年钻研，
他掌握了几十种达比亚舞的跳法，
现在达比亚舞已经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要留住民族文化，就需要培
养下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郁
伍林从28岁起开始收徒传艺，每年
寒暑假都在村里开设非遗传承班，

村里很多孩子从小学起跟着他一
直学到高中。2007年以来，郁伍林
担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部分学校
的课外非遗辅导员，传授怒族歌舞
并宣讲怒族传统文化。

“老姆登”是怒族话的音译，意
思是大家都喜欢来的地方。郁伍
林是老姆登村第一个吃上“旅游
饭”的人，2001 年开起了全村第一
家客栈。“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
人都要过上好日子。客栈火了以
后，不少乡亲来我家里取经。”郁伍
林毫无保留地向大家传授经验。
从客栈选址到楼层设计，从内部装
修到房间布局，从打扫卫生到整理
房间，他都手把手教乡亲们，尽心
尽力带动身边的群众发展农家乐
创业，走共同致富的路子。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
的。乡村旅游不仅仅是给游客提
供吃住服务那么简单，还要有民族
文化特色，这样乡村旅游发展才真
正有了‘魂’。”在发展农家乐的过
程中，郁伍林开启了“非遗+旅游”
的探索，在客栈内设立了怒族文化
展示厅，展示以往的农耕生产生活
用具。他还组建了非遗展演团，有
游客时组织演出为游客们表演，空
闲时排练节目，带着乡亲们“自娱
自乐”。

“过去几年，我们老姆登村发
展起特色乡村旅游，让游客体验到
热情淳朴的怒族文化，不仅促进了
非遗传承，还增加了村民收入。”郁
伍林表示，希望能有更多游客来体
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这是全
国人大代表、贵州布依垚文化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李利近期一
条微信朋友圈的内容，配图是一件
蓝色布依族刺绣上衣。

李利是黔西南州晴隆县鸡场
镇的一名布依族姑娘，今年返乡创
业第八年。从小和母亲一起学习
制作布依族服饰，熟练掌握绞纱、
排线、织布、裁布等传统工艺，12岁
时她就亲手为自己做了一套布依
族服装。2016年，李利开始带着一
群小伙伴建立了服装品牌“布依
垚”，带动乡亲们就业，努力让富含
布依元素的时尚服饰走出大山、走
向世界。

2023年，布依垚在兴义万峰林
等景区开了 3 家集展览与销售一
体的门店，线上抖音号粉丝量突破
20万人，吸纳 60余人稳定就业，带
动居家灵活就业 180余人，产品广
销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
地，还有部分国外订单。春节期
间，布依垚各线下门店客流大增，
蜡染 T 恤、连衣裙等产品，纷纷卖

断货。
“去年销售额是 600 多万元，

今年的目标是突破 1000万元。”李
利说，为了让产品的设计更新，紧
跟市场步伐，公司招募了一批有想
法、有专业能力的年轻人加入团队
中，其中包括不少职业院校的毕业
生。“目前设计团队有六七个人，大
家思维很活跃，设计出的服装、配
饰很受欢迎，出了好几个走俏市场
的爆款。”她说。

去 年 全 国 两 会 上 ，她 提 出
“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就业
培训、提高就业技能，让民族手
工艺走得更远”等两个建议，相
关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2023 年，
晴隆县通过设立专项培训项目，
吸 引 了 大 批 年 轻 人 参 加 学 习 。
仅阿妹戚托移民搬迁小镇，就有
300 多人经过培训掌握了缝纫和
刺绣技术。

“近年来，我致力于布依族传
统手艺的传承和发扬，将布依族
元素融入日常用品、文创产品中，
将制作工艺进行研究改良，提升
民族文化产品的推广度和接受
度。在努力做精和开拓好市场的
同时，积极探索运用“实体+互联
网”方式，注重传统文化与时代需
求相结合。”2024 年全国两会前
夕，李利精心设计赶制了三套布
依族服饰，包括一套取名“朝霞”
的红色系盛装，以及两套相对素
雅的便装，期待通过全国两会的
平台，展示好布依族服饰的非遗
文化魅力。

“精心保护、良好传播和合理
利用对我国非遗事业发展关系重
大。要让年轻人喜欢非遗，非遗首
先要年轻化。”全国人大代表、广西
壮族自治区非遗代表性项目壮族
刺绣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广西
工艺美术大师蓝淋认为，非遗必须
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融
入现代生活，用现代审美的眼光去
设计产品，用时下年轻人喜爱的方
式和平台去传播非遗。

去年两会，蓝淋针对非遗项目
的资金扶持、品牌宣传推广提出了
一系列建议，陆续得到办复落实。
今年，蓝淋进行了更加深入地调
研，她发现，旅游是人们了解、传播
本地非遗的一大途径。虽然各地
非遗展示活动、非遗产品展销活动
众多，但游客很难在第一时间掌握
相关信息，从而错过近距离接触非
遗项目的机会。

蓝淋认为，可以在各个城市商
业街、城市中心、旅游打卡点、热门

景区设立集展示与销售于一体的
非遗展示馆，汇聚并展示地方的各
个非遗项目，让非遗搭上文旅融合
的“快车”。在人流量大的区域设
立非遗展示馆，游客就可以通过扫
描二维码的方式，快速了解非遗项
目内容、图片，便捷地打开相关产
品的网络销售链接等。有条件的
地方可加大非遗展示馆的建筑面
积，邀请非遗传承人每周轮流进行
技艺展示、展演，让游客体验当地
优秀的非遗项目，鼓励游客参与社
交媒体内容创作并分享，进而促进
传播推广。

杨钰尼：
为非遗传承贡献青春力量

郁伍林：
民族文化让乡村旅游发展有了“魂”

勉冲·罗布斯达：
建言唐卡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李利：
让布依元素走出大山

田静：
以“活态性”更好地进行传承

蓝淋：
非遗首先要年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