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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 文化和旅游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乡村
振兴局公布了66个 “非遗工坊典
型案例”， 山东省高密市昌盛泥
塑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非遗工
坊名列其中。

依托国家级非遗项目聂家庄
泥塑， 非遗工坊推行 “合作社+
作坊” 发展模式， 推动 “家庭式
小作坊” 摇身变成 “家门口小工
厂”， 带动当地5000多名群众从
事泥塑产品生产。

这样的工坊在全国还有很
多。 有数字显示， 全国各地设立
非遗工坊2500余家， 其中1400余
家位于脱贫地区。

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焕发生
机活力， 令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爱琴感到欣慰。 去年全国两会

期间， 她提交了关于加强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活 化 利 用 的 提 案 ，
建 议 大力扶持传统手工艺 ， 鼓
励企业及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非遗
保护。

加强非遗保护传承， 推动非
遗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是
近年全国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关
注的话题 。 据文化和旅游部统
计， 2018年至2022年， 非物质文
化遗产司办理非遗保护工作相关
人大代表建议近400件， 办理政
协提案300余件。

“我们把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与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
部署相结合， 与促进文化和旅游
高质量发展相结合， 积极研究和
采纳代表委员们提出的建议提
案 ， 有效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

施， 转化为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助力和动力。” 文化
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负责
人表示。

据介绍， 针对代表委员们关
心的促进非遗保护与公共文化服
务融合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指导
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依托公
共图书馆、 文化馆等积极参与非
遗的整理、 研究、 学术交流和非
遗代表性项目的宣传、 展示； 将
具有地方特色、 符合本地区人民
群众迫切需要的非遗内容纳入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 接下来，
文化和旅游部将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将非遗传习场所纳入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建设。

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非遗保护， 文化和旅游部支持拥

有较强设计能力的企业、 高校和
相关单位到传统工艺项目集中地
建设传统工艺工作站， 比如新疆
哈密传统工艺工作站与唯品会等
企业合作培育了 “密作” 品牌，
湖南湘西传统工艺工作站与当地
妇联共同发起 “让妈妈回家” 计
划， 帮助拥有苗绣技艺的外出打
工妈妈返乡就业。 支持举办非遗
购物节、 非遗品牌大会、 杭州工
艺周、 上海手造博览会等展示展
销活动， 搭建传承人和企业等社
会力量的合作平台。 2022年非遗
购物节期间， 全国150余个地级
市结合端午假期开展活动， 销售
额超过16亿元。

厚植人才沃土、 传承后继有
人， 是代表委员乃至全社会的深
切期许。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负责

人介绍，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国家
级、 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引
领，地市级、县级传承人为骨干，
一般传承人为基础， 梯次合理的
非遗传承人队伍。 2015年以来 ，
文化和旅游部会同教育部、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以传统工艺为重
点共同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
培训计划 。 现已累计开展研培
1100余期 ， 培训非遗传承人3.8
万人次， 加上各地延伸培训， 累
计超过10万人次。

下一步， 文化和旅游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持续完善人才培养体
系， 推动非遗学科专业建设， 鼓
励传承人参与院校学习和企业生
产， 提升他们的创新创造活力和
传承发展能力。

据新华社

———文化和旅游部扎实推动落实代表委员建议提案

在机加工车间的轰鸣声
中， 自动化单元内的工业机器
人在3台高精密数控机床间不
停翻转着机械臂； 在涂装车间
的高空物流滚道上， 一路前进
的轮毂半成品 “乘坐” 提升机
缓缓降落 ， 进入预处理工序 。
置身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铝
车轮六号工厂的生产一线， 身
旁的流水线作业如溪水般欢快
顺畅， 自动化、 数字化、 智能
化气息扑面而来。

开年之时， 位于河北省秦
皇岛市的这座铝车轮行业 “灯
塔工厂 ” 呈现出轮型种类增
多 、 订单量增加的良好势头 。
“目前， 我们的日出货量在4万
件左右 ， 其中70%是国外客户
订单。 我们近期一直满负荷工
作 ， 确保订单及时交付 。” 企
业包装车间生产一科科长王帅
帅说。

“灯塔工厂” 由世界经济
论坛组织遴选， 代表当今全球
制造业领域智能化和数字化最
高水平 。 作为年产轮毂350万
只、 产值达13亿元人民币的行
业标杆， 铝车轮六号工厂如何
保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在X
光中控室的屏幕前， 面对不停
切换的轮毂X光片， 工厂成本
人事科科长康泰为我们揭晓了
其中一个 “秘密武器” ———“X

光无损探伤人工智能识别技
术”。

“我们将人工智能识别技
术应用到工业检测中， 能有效
规避人工评判X光片可能出现
的漏检或者误判， 检测效率提
高了40%。 它还能将轮毂缺陷
信息及时反馈给生产机台， 帮
助其自动调整相关参数。 每天
有上万件轮毂的X光影像自动
传送到这里。” 康泰说。

在涂装车间的U形轨道上，
悬吊在挂架上的三排精车轮毂
徐徐前行。 令记者感到意外的
是 ， 这些轮毂的外观并不统
一。

“传统的涂装工序是线式
结构， 意味着同一时间段只能
生产单一品种。 我们自主研发
的岛式涂装结构， 是一种全球
领先的高柔性生产工艺， 它能
同时满足32种不同产品混线涂
装的需求。” 康泰说。

在这座工厂 ， 超过80%的
产品为高端产品 ， 70%以上的
智能设备由中信戴卡自主研发
制造， 整体制造水平领先行业
5至10年。 正是坚持科技创新、
自主研发， 让它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面前有了十足的底气。

在中信戴卡的工程技术研
究总院， 记者见到了两款汽车
底盘轻量化铝制零部件， 它们

是代表行业技术前沿的最新研
发成果。

“这是一款碳纤维卡车传
动轴， 我们用碳纤维轴管取代
原先的钢制部件， 轻量化效果
超过40%， 能显著提升卡车的
燃油经济性。” 前瞻技术研究部
部长刘强说， “旁边的这款铝
质控制臂， 研发时利用了仿生
学原理。 从这个剖面， 可以看
到它的内部充满了泡沫铝， 跟
人体骨骼的内部结构类似。 这
种设计不仅可以吸声 、 降噪 ，
还让产品具有很好的经济性和
环保性。”

依托分布全球的多个研发
中心和千余名海内外工程师，中
信戴卡实现了从造型理念到产
品实物的无缝转化，不断释放创
新活力。“我们的研发人员大部
分是‘80后’和‘90后’，这支年轻
的团队充满了干劲。我们要把产
品做得更好更精，把企业竞争力
充分显现出来。”中信戴卡工程
技术研究总院技术管理中心、材
料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说。

“我们将继续强化海外运
营能力， 深化精益化管理， 加
快数智化转型， 推进建设世界
一流企业，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总监张艳新说。

据新华社

探访铝车轮行业“灯塔工厂”

近日，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数字出版中心西南分社、 出版产
业通用数据交换技术重点实验室
西南分站授牌仪式在北京理工大
学出版社举行。 出版社西南分社
与实验室西南分站的成立将全面
促进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在西南
地区范围内开展数字出版合作与
实验室共建合作。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早春二月 ， 内蒙古森
工集团满归公司乌龙岱林
场依旧大雪封山， 一片林
海雪原， 最低气温在零下
30℃以下。 2月中旬， 经过
机械车辆铲雪清理山路 ，
乌龙岱林场职工温树昌和
工友们乘车来到了他们综
合抚育作业的驻点———位
于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满归
镇的乌龙岱林场 402工队
点， 他们要在这里住一个
多月才下山。

“以前的冬季是砍树，
现在的冬季是看护树。” 乌
龙岱林场职工温树昌说 。
自大兴安岭全面停伐之后，
内蒙古森工集团各林场职
工冬季有了新工作 ： 在开
春雪化之前， 对树木进行
综合抚育， 清理树木周边
的倒木杂枝， 让树木有更
好的生长空间。

住板房 ， 喝泉水 ， 温
树昌说 ： “这不算什么 ，
最难受的是林子里雪深 ，
干一会儿裤子就湿了 ， 然
后又结冰。” 这几天林子里

的雪齐膝深 ， 他们早上扛
着二三十斤的设备蹚雪上
山， 一般下午四五点才回
到驻点， 中午就在山上吃
上一口冻得硬邦邦的干粮。
时间长了， 温树昌和工友
们大部分都有一些腿疼胃
疼的职业病。

虽然工作艰辛 ， 温树
昌和工友们都乐意干下去。
现在工人们在冬春季节进
行综合抚育 ， 夏秋季节补
植、 防火， 一年四季有活
儿干， 收入比以前稳定。

让温树昌更高兴的是
停伐之后林场的生态变化：
“现在林子长得更密， 野生
动物在山上时常能碰上 ，
林区旅游发展不就是得靠
这绿水青山吗！” 近几年他
们林场附近已经建设了好
几个旅游点 ， 来这的游客
也越来越多 ， 家人亲属通
过民宿、 林下经济也能挣
上一份钱。 图为内蒙古森
工集团满归公司乌龙岱林
场 402工队的职工上山作
业。 据新华社

兴安岭上的“看树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数字出版中心西南分社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