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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看非遗“郑”青春

郑州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拥有
5000多年的文明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
富且极具历史价值。当前，全市国家、省、市、
县四级非遗保护名录体系已基本建立，“二十
四节气”2016年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国家级非遗项目少林功夫入选中宣部“Z
世代”重点外宣项目。

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县区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1188 个，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448 个，
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88个，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 6个，拥有县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433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62人，省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81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5人，这些非遗资源已经成为郑州文明
探源、文化自信、文化交流的闪亮名片。

回顾“十四五”，展望新未来。
当前，站在郑州市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

化，创新创造现代文化，打造人文之城的战略
节点上，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发
展工作，更需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成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丰富的非遗资源
转化成推动文旅文创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动
能、转变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发
展成具有辨识度的城市 IP，助力“天地之中、
黄帝故里、功夫郑州”的城市品牌打造。

在6月14日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
来之际，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继续
大步向前，在完善设施建设、加大保护力度、加
快项目培育、打造非遗品牌等方面多点发力。

积极谋划推动非遗场馆建设，在二砂文
创园打造郑州非遗美学中心；完善传承人队
伍建设，挖掘市级非遗项目，开展全市第七批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工作；扶持民营企业
建设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平台，打
造一条集展示、体验、销售于一体的非遗街
区；整合全市非遗项目、展传馆、旅游景点等
资源，邀请非遗传承人入驻、开设非遗研学课
堂、打造非遗旅游线路，为游客提供“文化味”
十足的旅行体验。

当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看非遗“郑”青
春。节日盛会非遗迈步登台，美食文创就在
你我身边，匠心守护的是世代文化瑰宝，产业
发展让人民感受幸福美满。从街区到景区，
再从产业到商业，“年轻态”的郑州非遗必将
在新时代焕发光彩，闪耀在我们的精神家园。

融入现代生活，非遗“郑”青春
本报记者 李居正 文/图

当“非遗工坊”在民间传承优秀
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当“非遗市集”
在中铁·泰和里与阜民里接连开展；
当“非遗文创”在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收获喜爱；当“非遗表演”成为吸
引游客的节目重点。当前，郑州的
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通过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融入现
代生活，展现着“年轻态、惹人爱”的
独特魅力。

在 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来临之际，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以实现整体保护、活态传承、活
力再现为目的，积极践行“见人见物
见生活”的传承保护理念，全面推进
非遗传承保护与文旅文创产业融合
发展，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工作呈现出“融入现代生活，非遗
‘郑’青春”的盎然姿态。

展现风采，与时代共前进

为了让传统非遗不断焕发生机、与时俱进，当前，
郑州市非遗传承保护工作正在以省内外重大节会、国
际人文交流推广活动为契机，展现非遗风采，彰显城
市气质。

“十四五”期间，为做好非遗保护宣传工作，市文
广旅局组织优秀非遗项目在中国诗歌节、国际旅游城
市市长论坛、黄河文化月、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等重大
活动中频频亮相。在每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传
统佳节期间，组织开展全市性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将
非遗之美带到会场，吸引来往宾客目光。

6月 13日，郑州市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宣传展示暨荥阳市“城市烟火·欢乐荥”夏季文旅
促消费主题活动在荥阳吾悦广场启幕，从超化吹歌、
苌家拳的精彩展示，到黄河澄泥砚、嵩山“泥人刘”的
现场展演，倒口相声与河南坠子妙语连珠，瓜豆酱和
杏仁茶引人垂涎，来自全市 70多家非遗项目汇聚荥
阳，在现代商业广场展现着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在各类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来自郑州
的“非遗元素”同样展现着“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
郑州”的城市风采。今年 2月，中柬文化旅游推介会
上，两国非遗项目闪耀会场。在非遗展览区，登封窑、
皮影戏、剪纸等中国传统非遗技艺让外国友人赞叹，
耿氏香成品香气扑鼻，皮影戏表演精彩不停，同来自
柬埔寨的面具舞剧、皇家舞蹈、高棉武术一起，为两国
人民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大餐。

去年3月，郑州非遗赴美国参加费城花展、4月赴
柬埔寨参加“当少林遇见吴哥”文化交流活动、10月
赴法国及尼日利亚交流推广、11月赴意大利及斯洛
文尼亚进行文旅宣传推介，2025 年 2月参加中柬人
文交流年系列活动……如今，重大节会与文旅推广活
动已经成为展现郑州非遗传承与文化保护的重要窗
口，“文化郑”的气质徜徉在展会展台之间，来自郑州
的特色非遗为城市形象增光添彩，携手向前，非物质
文化遗产依然与时代并肩。

奔赴热爱，让生活更美好

随着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提
升，优秀非遗文化逐渐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
创作新方向。近年来，以非遗文创、非遗手
作、非遗茶饮等为代表的非遗产品正在受到
不同年龄群体的追捧和喜爱，非物质文化遗
产正在以全新的呈现形式嵌入生产、进入消
费、融入民生。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专门为非遗文创
设计的地坑院内，来自开封、周口、鹤壁、信阳
等地的非遗项目，与人们心仪的现代元素相
结合，打造出“纸上河南”“非遗里的河南”“布
老虎与泥泥狗”等非遗店铺，深受游客喜爱；
在建业电影小镇，园区内杂技表演、古典戏法
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非遗打铁花一旦开演，
便成为压轴节目，吸引游客围观。

今年 1月，“见郑欢喜·大美非遗”系列活
动在中铁·泰和里启幕，古风市集与荟萃非遗
互相融合，将乙巳蛇年首个“世界非遗”春节
年味儿拉满；5月 1日，2025非遗手作消费季
在阜民里街区拉开帷幕，以工艺美术类非遗
项目为核心的市集，吸引市民在此“逛、玩、
购、学”。巷子里、展台前，国货“潮品”应接不
暇，手艺大咖现场解说，非遗市集成为市民假
日出行的新场景与目的地，步履匆匆之间，非
遗就在你我身边。

节假日期间，各项非遗体验与教学活动
逐步成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阵
地。近年来，郑州文化馆与郑州市非遗保护
和文旅文创融合发展中心与针对市民群众休
闲学习的需要，积极开展“四季星光”市民艺

术夜校、“五韵雅集”传统文化体验、“盲盒探
遗”过端午等群众文化活动，在提升公共文化
服务效能的同时，让非遗成为市民群众生活
的一部分，优雅又文艺，自信添光彩。

“结合热爱，非遗正在让生活变得更加美
好。”近年来，全市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积极围
绕市委、市政府“两带一心”文旅布局，提升各
级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开展非遗
景区、非遗特色小镇、非遗研学基地等创建活
动，在街区改造、街道综合体建设过程中，积
极参与非遗专题馆、展示厅的建设工作，推动
优秀非遗进驻郑州记忆1952油化厂旅游休闲
街区、二砂文化创意园区、瑞光创意工厂，使
非遗成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真正融入市民
群众的生活之中。

守护匠心，将传承记心间

非遗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的主体，他们是工匠精神的守护者，也是优
秀技艺的传承者。“十四五”以来，为持续提升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保护能力，继承
优秀技艺，守护文脉匠心，市文广旅局持续加
大对非遗传承人教育培训力度，拓展传承人视
野，提升非遗工作者文化素养。

据记者了解，相关单位根据当前非遗项目
保护现状，针对生产性保护项目，如柿霜糖、髹
漆、古琴、登封窑、高浮雕传拓等，积极组织传
承人参加国家、省市非遗文化交流活动，组团
参加高品质非遗展会，推动项目交流融合。其
中，曌亮香包传承人赵亮入选 2019年度文旅
部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高浮雕传拓传承人李
仁清荣获2023年度国家乡村工匠荣誉称号。

针对郑州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积极组

织专家学者对民间文学、民间习俗等非遗项
目进行研讨，提升传承人对非遗项目分类指
导管理能力，并借助项目评审、代表性传承人
命名和民间艺人评审等工作，强化传承人培
训，逐步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的年龄结构、地域结构和知识结构，守护“大
国工匠”精神，推动非遗技艺完成代代相教、
世世相传。

此外，市文广旅局还积极与郑州市中心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合作，对县级以上非遗传
承人及学徒实行轮训制度。积极与省市轻工
业协会沟通，推荐非遗传承人参与工艺美术大
师评选，培育一批非遗技能大师和工匠。与此
同时，积极与郑州轻工业学院等省级非遗培训
基地进行产学研结合，在技能和理论水平层面
为非遗传承人“添砖加瓦”。

制度化保障也让“守护匠心”有据可循。
2024年 4月，市文广旅局与市财政局联合制
定《郑州市加快推进文旅文创高质量发展实
施细则（试行）》，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
示范性展示馆传习所的资金扶持获得政策依
据；2024 年 7月，市文广旅局印发《郑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绩效管理办法（试行）》，
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管理做出了规
定，进一步推动全市非遗保护工作走向制度
与规范。

截至目前，郑州市拥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示范性展馆（含传习所）15个，市级非遗示
范性展馆（含传习所）40个。各县（市、区）文
化馆也设有非遗展示馆（区），场馆常年对外免
费开放，时常组织宣传推广活动，促进非遗文
化传播，巩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活化利用，同产业相融合

让非遗传承“活”起来，离不开产业发展带
来的经济收入与持续健康的造血能力。今年
5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
业。近年来，郑州市正在积极发挥非遗资源优
势，让非遗产业不仅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动力，也为文旅文创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4 月 17 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
“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来自郑州的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好戏连台看非遗创意，
文旅融合助乡村振兴”“小银饰撬动大产业，非
遗赋能乡村振兴新图景”“小苍娃非遗工坊：一
根芥丝的振兴之路”三个案例经各地推荐、专
家评议、复核审查环节后正式进入公示。

“十四五”以来，郑州市通过建设“非遗工
坊”来促进非遗技艺传承、提供就业岗位、促进
三产融合。目前，全市共有 9家非遗工坊，包
含梦祥银、小苍娃、千年农业等多家知名企
业。非遗工坊不仅能够传承保护传统文化，还
能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完成就业吸纳，为千余
人次提供就业岗位，使非遗成为村民增收致富
的新途径。

了解市场，把握需求，生产出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非遗产品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推
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文创融合发展
相结合，解决非遗项目与文创市场、旅游市场
融合难的问题，相关单位积极引导传统工艺类
项目研发生产具有地方特色的服饰、饮食、工
艺品，组织项目保护单位参加各类非遗和文化
产业展会，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文创，提
振非遗产业的发展信心。

如今，非遗产业正在拉动经济发展，以
“少林功夫”“登封窑”为代表的国家级项目和
“密玉玉雕”“香包”等省级项目已形成产业化

规模；非遗产业正在关照民生幸福，“大
吕武术”“传统酱菜腌制”“升科剪纸”

“草编”等优秀市级项目为下岗职
工和市民群众提供免费培训和技
术支持；非遗产业正在推动文旅
融合，华夏非遗馆非遗有范、千
稼 集 特 色 小 镇、建 业 电 影 小
镇、樱桃沟景区大食堂等都成
为吸引游客感受郑州之美、非
遗之趣的重要目的地。

黄河澄泥砚

建业电影小镇非遗打铁花建业电影小镇非遗打铁花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地坑院非遗文创

牡丹香包

猴加官

银饰锻制技艺（梦祥银）

小苍娃非遗工坊

梦祥银饰锻制技艺非遗工
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