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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千年文脉 绽放非遗魅力
——莆田市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

统性保护

莆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种类繁

多，拥有1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

10 项国家级、63 项省级、330 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拥有 11 名国家级、81 名

省级、520 名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

莆田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大力推进非遗

传承保护和活化利用，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实现活态传承，加快非遗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一、保护传承为先，让非遗“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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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突出强基固本。深入街巷乡村，全面调查、采集各

种非遗项目，累计搜集非遗线索近 6 万条，涵盖民间文学、

民间音乐等 17 个门类 200 多种。新增 57 名市级非遗传承人、

19 个非遗传承基地，优化传承梯队，提升传承活力。公布第

四批莆田市非遗小吃商家 9 家、项目 12 个，打造具有旅游伴

手礼属性的非遗小吃品牌。举行莆田市非遗招商招展推介会，

邀请 100 位各级非遗传承人参加，推出“非遗一条街”系列招

商优惠政策，向传承人致敬、为传承人搭台、欢迎传承人入

驻。二是突出活态传承。精心组织每年一届的“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系列活动，今年以来，举行“芳华国遗”莆仙戏经

典折子戏、“清音悠然”文枕琴演奏会等 31 项精彩活动，吸

引观众近 2 万人，线上直播总浏览量 55 万人次。举办“莆田

有礼”非遗购物节，设立 36 个非遗手作、地方特产摊位和 12

个手工市集，展示非遗消费新场景。以“非遗+企业”“非遗

+校园”等多种“非遗+”结合模式，将木雕、戏曲等非遗文

化融入课堂、企业、社区，每年近 20 万人参与学习。三是突

出数字赋能。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上线“这就

是莆田”数字文旅平台，涵盖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 330 项，为游客提供全程数字化服务，累计注册用户

近万人。免费开放莆田市非遗展示厅，运用地面互动投影、

幻影成像等科技手段展示非遗项目，将非遗的单向传播转化

为双向的人机交互，助推参与者沉浸式体验非遗表演过程，

累计接待青少年研学体验达 100 多万人次。将莆仙戏演出纳入

“莆田文旅一卡通”，累计发放电子年卡 34795 张。

二、精耕宣传为重，让非遗“火”起来
一是央媒推介。2023 年莆仙戏亮相《春节联欢晚会》，《踏

伞行》晋京展演。推动莆田木雕、莆仙戏、错金银等 13 项非

遗项目亮相《非遗里的中国（福建篇）》，央视频 APP 上超

32 万次观看，其中莆田木雕展示期间，收视率破“1”，异常

火爆。以央视《非遗里的中国》播出“非遗里的莆田”为契

机，构建涵盖电视、纸媒、网络及自媒体平台“四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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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遗传播体系，打造全方位、全领域、全媒体的传播矩阵。

莆田端午民俗活动登上央视《传奇中国节·端午》直播，点

亮“千年龙舟”文旅新名片。6 月 23 日上午，央视新闻频道

《朝闻天下》播出端午假期龙舟赛热度指数，莆田以 9.7 分位

列全国第三。二是影视展播。莆田珠宝制作技艺与电视、电影

媒体制作相得益彰、珠联璧合，莆田的珠宝产品通过电影媒

体得到充分运用和推广。莆田银饰独创的多款首饰作品被《甄

嬛传》《封神榜》《华胥引》等众多大型热播电视剧主角佩

戴，成为流行爆款。电视剧《一代匠师》在央视热播，收视

率稳居全国第一，充分展现莆田非遗魅力，展示莆田艺人的

工匠精神。三是节会塑牌。依托春节、元宵、端午等民间重大

节日，深入挖掘民俗与非遗的文化内涵，通过“节庆+非遗”

等活动，塑造特色品牌。2023 年春节启动“莆田元宵 迎福闹

春”系列宣传活动，各平台网络直播观看人数突破 3000 万人

次，抖音视频号阅读量累计超 2.5 亿人次，吸引海内外游客来

莆寻春闹春。5 月 12 日，举办国家级非遗妈祖春祭大典，当

天有近万人现场观看。

三、融合发展为要，让非遗“潮”起来
一是“非遗+文旅”，激发发展活力。推动非遗有机融入旅

游景区、省级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省级金牌旅游村、历史文

化街区等旅游空间，植入九鲤灯舞、舞龙弄九鲤、留青竹刻、

泥塑等非遗元素，为非遗开拓新市场，扩大新受众。推进大

型木雕《百里兰溪图》《京杭大运河》文旅融合项目，计划

投资 1.3 亿元，已完成投资 5000 万元。推动九鲤湖等景区在

假日期间上演《春草闯堂》《团圆之后》等多个传统古装折

子戏，集中展现莆仙戏文化魅力。精心策划本地非遗旅游线

路，将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市博物馆、春晖艺术馆等地纳

入线路安排，为游客提供更加深度的文化旅游体验。一季度，

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 635.35 万人次，比增 33.2%；实现旅游总

收入 50.53 亿元，比增 45.2%。二是“非遗+街区”，打造城市

客厅。“活化”利用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导入非遗、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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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演艺等新业态，推出“莆阳百工坊”非遗一条街，打

造非遗展示馆、非遗艺术中心、《非遗里的中国》·记忆馆、

非遗文化研学中心等 4 大展馆，举办“匠心传承 拾光造物”

非遗研学等 7 项专场活动，“五一”期间吸引游客量突破 26

万人次。全新打造三清殿莆仙戏传习所和天庆苑莆仙传统文

化传习基地，增强互动演示、体验教学等功能，面向游客提

供体验、研学等旅游服务，举办驻点沉浸式实景演出 100 多场

次，非遗研学活动 50 多场次。三是“非遗+产业”，打造文化

IP。推动木雕、金银、佛像泥塑等技艺类非遗转化为高附加值

的“爆款”产业，近年来先后荣获“世界中式古典家具之都”

“中国木雕之城”“中国银饰之都”等 13 个区域品牌，其中

木雕项目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称

号。莆田市将工艺美术产业作为全市重点发展产业，成立市

工艺美术集团，2022 年实现产值 583 亿元。举办“福见妈祖 福

佑四海”2023 年“妈祖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目前正面向

全球征集工艺品、香文化等 8 大类文创产品，为创新妈祖文

化传播注入新鲜活力。围绕妈祖信俗、湄洲女头饰服饰等非

遗元素，设计开发食之味、绘生活、珍善美、瓣香礼、海之

魅五大类 229 种文创产品，销售额达 260 万元。

（莆田市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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