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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民俗文化传承 赋能乡村旅游振兴

《委员关注》2016年开播，是全省首档电视协商访谈节目。由滨州市政协办公室和滨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联
合制作，每期时长 18分钟，在双月的第三周周二晚 20:05分首播。栏目自 2020年 10月份全新改版，由原先的
座谈，改成一对一的访谈。打破坐而论道的传统形式，主动走出演播室，使栏目形式更加灵活开放，更能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每期节自都会邀请 3-6位党政领导、政协委员以及各行各业专家学者作为嘉宾，围绕
共同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研讨政情、表达民意、针砭时弊、发表见解、形成共识，搭建一个党委政府与群众交流
沟通的平台，一个政情下达、民意上传的平台，一个委员和群众直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平台。

(栏目题字 高景林)

□晚报记者 崔艳贞 张 静 王 哲
通 讯 员 孙丽娜 张传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我市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市政协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成立专题调研
组，先后到贵州、重庆、滨州部分县区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召
开座谈会，进行沟通交流。本期《委员关注》，就如何创新民
俗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旅游振兴，邀请委员嘉宾建言献策。

>>>弘扬传承特色传统文化

市政协调研组在调研
过程中了解到，全市有国家
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10 项、52项、214
项，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
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
十个门类。
“发展、传承、保护民俗

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振
奋民族精神，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民俗文化和旅游的
结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途径，一方面民俗文化和
旅游的融合可以扩展旅游
的群体，丰富旅游的内容；
另外还可以深化旅游的体
验，这种融合反过来又能促
进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与
发展。”市政协副主席刘庆
敖说，基于这个原因，市政
协把“创新民俗文化传承，
赋能乡村旅游振兴”确定为
今年的重点调研题目。调研
过程中发现，全市的民俗文
化发展底蕴深厚、特色鲜
明、类型众多，很多民俗文
化的产业化发展迈出了坚
实的步伐，如博兴草柳编、
老粗布、阳信古典家具等，

但是也存在挖掘不够深入、
重传承保护轻活化利用、IP
开发不足、复合型人才培养
不够等问题。

对此，市政协常委田希
婷建议，借助高等院校和专
业机构，加强对传统文化资
源的研究、挖掘和整理，特
别对黄河文化、孙子文化和
老渤海红色文化的研究和
挖掘，深挖其旅游价值，加
大开发利用。同时要加强对
蓝印花布、泥塑、草柳编、雕
塑等非遗的传承利用，提升
展示度、利用度和参与度。

市政协委员张丙国建
议，要在尊重非遗保护规律
的基础上，遴选出优势项目
进行旅游开发。如，将滨州
的民间剪纸、黄河号子、吕
剧、布老虎等非遗项目，开
发为观赏性、体验性的旅游
项目，通过开展进景区活
动，吸引游客参与、体验，感
受非遗的独特魅力。鼓励传
承人进驻社区，开展非遗活
态展示，让更多的游客选择
乡村旅游，进而推介乡村旅
游。

>>>打造民俗文化旅游滨州品牌

我市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深入挖掘民俗文化，加
强创意策划，深化模式创
新，让滨州文化旅游资源真
正“活”起来。2023年上半
年，我市接待国内游客 830
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
72.3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2.85%和 45%。与此同时，
市政协调研组也了解到，我
市民俗文化与旅游的融合
还不够充分，民俗文化旅游
品牌特色尚不突出。

对此，市政协委员宋炜
建议，发挥乡村旅游文化特
色要搭建好的节庆文化平
台，比如依托沾化冬枣节、
孙子文化旅游节等现有资
源，提升乡村旅游文化品牌

影响力。同时要加大非遗文
化传承品牌的推广和支持
力度，提升全社会对当地现
有非遗文化品牌的重视程
度。

市政协委员周国辉建
议，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
加大在央视等媒体的宣传
力度，叫响“淘宝水落坡”
“滨州味道香飘世界”等主
题宣传口号。实施引客入滨
等市场营销方案，加强省内
和省外重要客源地和沿黄
省份的推介活动。通过新媒
体短视频等方式，实现线上
流量向线下流量的转变，加
速融圈圈粉，把滨州的文旅
品牌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激活民俗旅游长效机制

积极挖掘民俗文化元素发
展乡村旅游，我们具有得天独

厚的文化特色和生态资源。滨
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

史建伦说：“近年来，我们深入
挖掘民俗文化资源，通过民俗
文化的创新与传承，推动民俗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一是非
遗项目 +旅游。推动非遗与旅
游深度融合，重点推进的胡集
书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中心
项目累计投资约 6000万元。二
是民俗节庆 +旅游。依托春节、
元宵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挖掘
当地民俗文化资源，开展系列
旅游节庆活动。持续办好胡集
书会、火把李庙会、乡村好时节
等节庆活动。三是乡村民俗 +
旅游。开展泥塑、木版年画及滨
州剪纸等手造进景区活动中，
让游客零距离感受“手造”产品
的魅力。”

聚焦民俗文化的创新传
承，聚力将深厚的文化资源转
化为乡村文旅产业新业态，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市政协
将持续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
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为我市创
新民俗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旅
游振兴贡献政协力量。

对此，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副主任张英勇建议，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民俗文化传
承发展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
宣传展示要到位，让更多的群
众了解滨州的这些非遗项目，
了解这些非遗项目的地位，了
解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还需要
在创新上做文章，使非遗项目
有更多的群众关注，有更多的
群众喜爱，才能把这些民俗文
化更好的与旅游消费融合在一
起，拉动我市旅游市场的振兴。

市政协委员蔡惠清建议，
让民俗文化进入到旅游景点、
商场等大家经常去的地方，让
更多的人去看到、触摸到。民俗
文化需要不断创新，不仅仅要
让老年人喜欢，还应该让更多
的年轻人喜欢，才能使我们的
非遗文化走出山东、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