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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公筷公勺健康生活的平湖

钹子书《公筷公勺用得好》、以优美

的舞姿展现对田野热爱的非遗表演

打莲湘《欢乐的田野》、载歌载舞歌

颂非遗之美,赞美非遗工作者的非

遗之歌《走进你就走进传奇》……6
月 12日晚，平湖市庆祝第十五个全

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在市区水洞埭特色街区隆重

举行，现场的非遗精品节目展演吸

引了众多市民的驻足观看。“今天听

到了新编的钹子书，看到了打莲湘，

我们平湖的非遗节目不断创新，非

遗活动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意

义了。”市民张先生称赞道，现在他

和家人也更加了解了我市的非遗项

目和传统文化。

非遗是传统文化流传至今的

“活化石”，同时也满足了人民群众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对非遗的传承

和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生命

记忆和文化基因，既承载着过去，

也牵引着现在和未来。”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黎庆

慧表示，让非遗文化得到更好的保

护和传播，才能留住平湖记忆、传

承文化薪火。如今平湖派琵琶、钹

子书、西瓜灯雕刻、打莲湘、圆作、

九彩龙等非遗项目被越来越多的

市民所熟知，而这些非遗技艺也从

原本的几近于没落，一路发展到了

如今的欣欣向荣，这背后体现的正

是我市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上所

倾注的匠心。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非遗保

护与传承工作，以非遗核心技艺保

护为基础，先后建立了非遗展示中

心、非遗研究中心、非遗传承工作室

以及 26个非遗传承基地，拥有国家

级非遗项目 2项、省级 7项、嘉兴市

级30项、平湖市级190项，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四级名录体系。同时，通

过悉心培养，还拥有各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31名，其中国家级2名、省

级 4名，以及众多非遗精品节目，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与发展已经进

入良性的文化生态环境。市文旅局

每年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契

机，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

展演活动，匠心推出的“平湖老味

道”、“首部中国琵琶音乐剧《湖上琵

琶行》”、“平湖钹子书新作展演”等

活动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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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珍贵宝藏，也是凝聚着先辈代代传承的智慧结晶；它的背后是灿烂的民族文化，也是华夏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它是一种精神的

传承和延续，更是一份难得的坚持和执着……薪火相传万代，文化流传永久，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古”与“今”来了一场穿越千万年的相遇。

平湖派琵琶韵律悠长、钹子书道尽人生百态、平湖糟蛋演绎风味人间……江南水乡金平湖，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积淀，质朴的民风，勾勒出了这一方

小城独特的风貌，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年的6月13日是我国第十五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我市以“非遗传承，健康生活”为主题，举行了众多的活动，以多样化的方式助推非遗的传

播与保护。“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百姓可能会感到既陌生又熟悉，但是这些‘瑰宝’却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让我市的非遗项目更好地得以继承、保护

和发扬，是落在我们肩上的重任。”市文旅局局长吴东伟说。今年，市文旅局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契机，通过线上抖音直播、线下非遗“摆摊”、与金

山文化交流、“金平湖宝藏我来说”业余讲解员大赛等更多接地气的形式，让市民更加了解我市的历史文化，增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也让金平湖的

历史文化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平湖非遗奥利给”“上链接买买

买”“做平湖人好自豪”……6月 12日晚

8点，“金平湖文旅”抖音直播间热闹非

凡，以“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为主题的

平湖非遗购物节抖音直播活动引来了

广大网友的关注和讨论。“直播期间，网

友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买到独具特色、

质量上乘的平湖非遗产品，像小落苏、

溪洋大头菜、鹅头颈等。此外，我们还

设置了五轮抽奖福利，奖品包括阿奴杜

瓜子礼盒、潮香村礼券、阿美珍珠礼盒

等。”黎庆慧介绍说。

据悉，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平湖非

遗的关注度，从消费端发力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弘扬，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委员会、市文旅局携手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管理中心，共同推出“非遗

传承 健康生活”平湖非遗购物节抖音

直播活动，以超值优惠推广平湖非遗产

品，以热力直播营造良好的非遗传承氛

围。直播中，三矾头海蜇、“绿燚”牌大

米、竹手篮等27种平湖非遗特色产品陆

续上线，网友们的购买热情也持续高

涨，一个又一个平湖非遗品牌知名度不

断被刷新。不到 2个小时的时间里，就

有将近5000多人观看了非遗直播，非遗

产品支付交易总额达30000余元。

“非遗本身和大家的衣食住行就密

不可分，目前要做的是让这些非遗在人

们的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借助抖

音短视频等平台，能够为传承人与大众

文化消费搭建平台，有力助推非遗经济

的发展，扩大平湖非遗的社会影响力。”

黎庆慧说，除了直播推介，借助“金平湖

文旅”抖音平台，市文旅局还定期推出

瓜灯雕刻、钹子书、平湖派琵琶等宣传

短视频，面向全国展示平湖非遗风采，

让更多人通过线上宣传了解平湖非遗、

爱上平湖非遗、传播平湖非遗。

借着线上直播的东风，平湖非遗还

与时下热门的“地摊经济”“夜市经济”

相结合，将线上的火热延续到了线下。

6月 13日-14日期间，“非遗传承 健康

生活”非遗民俗活动走进水洞埭特色街

区，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道“非遗大

餐”。

活动现场，40余种非遗特色产品

和本土民俗产品以摊位形式一字排

开，市民不仅可以购买到龙牌糟蛋、阿

奴杜瓜子、杜作酒等平湖非遗产品，还

能在互动区动手DIY香袋、圆作、手绘

草帽、渔乡陶艺、葫芦彩绘等制作，体

验“非”一般精彩。同时，为深化“金平

果”文化品牌，推进平湖金山文化交

流，活动还邀请了金山枫泾丁蹄、金山

农民画等非遗传承人来到现场作非遗

产品推介。“我看了‘金平湖文旅’有关

平湖非遗的直播，很有意思，听说有线

下活动，就过来看看。来到水洞埭特

色街就感觉像是走进了‘活’的非遗博

物馆，又很接地气，除了可以看到直播

中介绍的非遗老物件和相关的文创产

品以外，我还买了一些能够代表平湖

非遗特色的“老味道”，想让小孩子了

解、品尝这些属于我们平湖人的非遗

宝贝，还能从小培养他们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市民徐女士高兴地

说。与此同时，“禾点点”团队也来到

活动现场，对蟹壳黄、平湖糟蛋、三矾

头海蜇等10个摊位进行线下直播。

通过线上线下全方位、多角度、多

途径的宣传和推广，平湖非遗也正从

“活”起来走向“火”起来，持续释放出新

的魅力。“促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非

遗是重要的抓手和推手，此次通过线上

线下同步宣传推广平湖非遗产品、非遗

技艺，实现了线上线下互通引流的效

果，为金平湖这张‘金名片’增添更加绚

丽的色彩。”市文旅局副局长胡晓蕾说。

当非遗元素融入现代生活与消费

渐成风尚，从小众到大众，从“深闺”到

市场，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和非遗产品

被消费者所亲近、欣赏和追捧。“进一步

发掘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和市

场价值，将其与市场、旅游、生活紧密结

合，才能切实增强非遗项目的‘造血’能

力。”胡晓蕾告诉记者。

今年我市的文化旅游市场受疫情

影响较大，游客数量锐减，许多市民都

选择“宅家”。但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的好转，本地游的市场正在呈现复苏

的态势，这其中不乏许多“文化+旅游+

非遗”的景点。今年“五一”期间，我市

的多个乡村游景点热闹非凡，其中就

有钟埭街道的三家村景区。经过 3年

多的美丽乡村建设，三家村的景观环

境大大提升，不仅自然风光优美，而且

还有农家乐可以品尝钟埭油卷、油墩

子等“钟埭老味道”，更值得一提的是，

三家村将钟埭农民画、杜做酒等非遗

文化融入到乡村游之中，受到了广泛

的欢迎。“疫情期间不想去外地，就跟

着朋友来了这里，品尝到了美食、欣赏

到了美景，孩子们还体验了农民画，我

们还买了杜做酒回去，听说这两样都

是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市民韩女

士表示，以后还会带着孩子常来，让她

多感受本土民俗和非遗文化。

为了全力推动“文化+旅游+非遗”

的融合发展，在乡村游与非遗组合强

势发展的同时，市文旅局积极贯彻落

实《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发展

行动计划（2019-2022）》文件精神，充

分发掘各类非遗元素进入市场、融入

旅游、走入生活。在我市各镇街道自

愿申报的基础上，市文旅局组织相关

专家对各非遗展示体验点进行了实地

考察和审议，并最终决定授予当湖圆

作馆、运港文化礼堂土布馆、郊野乡园

景区体验等 9家单位为“平湖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体验点”。“这些展示体

验点充分展现了非遗技艺和非遗文

化，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更是让非遗

走进了市民的生活中，融入了当地的

旅游中。”胡晓蕾表示，展示体验点将

兼具考察、学习、参观、旅游等多种功

能，使我市的非遗文化发展走向更广

阔、更美好的未来。

“老师的刀刻技巧好厉害，这些西

瓜灯上的图案栩栩如生，孩子跟着体验

很开心。”在近日举办的2020金山区“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上，上海金

山区的徐女士的女儿被我市的西瓜灯

雕刻所吸引，而在现场驻足观看的金山

市民也对平湖的西瓜灯雕刻技艺这一

非遗文化赞不绝口。

金山、平湖，地域相近、人缘相亲、文

化相通，有着共同发展的良好基础。近

年来，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的推动下，我市与金山区在文化和旅

游领域的合作也更加密切。“这几年的西

瓜灯文化节期间，我们都会邀请金山区

的市民代表来参加瓜灯雕刻大赛，或者

将分会场设置到金山区。与此同时，我

们也积极接受金山区非遗中心的邀请，

带着西瓜灯雕刻、平湖派琵琶等非遗技

艺过去进行传播和交流。”胡晓蕾告诉记

者，现在西瓜灯雕刻和平湖派琵琶等非

遗“金名片”已经在金山区有了一定的知

名度，也收获了一批忠实粉丝。

除此之外，我市的非遗项目也在省

内大放异彩。作为极具平湖特色和风

格的非遗项目，平湖派琵琶和钹子书经

过多年的培育，已然成为我市非遗项目

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品牌，平湖派琵琶

和钹子书的非遗精品节目层出不穷。

平湖派琵琶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五大

琵琶流派之一，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中国首部琵琶音乐剧

《湖上琵琶行——平湖派琵琶皕年传承

纪事》扩大了平湖派琵琶的社会影响

力，并走向了杭州、台州、舟山、丽水等

省内众多城市，更是走向了西安，传播

平湖的非遗文化。同样地，平湖钹子书

也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

着不断的传承与创新，在日常演绎的同

时，还陆续推出《毛估估》《我的名字叫

竹篮》《乘电梯》《半只钱袋》等多个接地

气的佳作。尤其是以诚信为主题，叙述

了平湖乍浦张家与舟山沈家因诚信而

结下亲缘的故事，其间穿插了战争沧

桑、改革开放后创业等情节的《半只钱

袋》，多次参加省内的非遗展演和汇演，

获得了广泛好评。“不仅是平湖派琵琶、

平湖西瓜灯雕刻、平湖钹子书，今后我

们也将打造更多品牌化的非遗项目，提

升我市非遗文化的知名度，让非遗文化

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黎庆慧说。

———我市庆祝第十五个全国—我市庆祝第十五个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纪事系列活动纪事

让金平湖非遗文化在传承中历久弥新

线上+线下：解锁非遗新玩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