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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文化和旅游部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节有关情况。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从会上获悉，由四川省人民
政府、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节，将于5月28日至6月3日在
成都举办。此次非遗节以“增进交流互
鉴 激发传承活力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
题，将进一步展现非遗的独特魅力，助力
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
司长胡雁介绍，非遗节是非遗领域重点
品牌性节庆活动之一，是展示保护成果、
促进交流的重要平台，自2007年来已连
续举办八届。此次非遗节聚焦非遗融入
现代生活，展示非遗与科技融合发展的
创新成果，宣传非遗品牌IP与相关领域
的深入合作。

据介绍，本届非遗节共有近600个
非遗代表性项目参展参演，全面展示全
国非遗保护成果。开幕式巡游中，51支

国内外队伍将开展行进式表演，广东坪
山麒麟舞社区队伍和四川槐树街社区
队伍将展现“非遗在社区”的生机活力，
川剧、四川清音学生队伍将展示“非遗
进校园”的青春力量。“人间好时节”主
题展览中，观众看“自贡灯会”、放潍坊
风筝、听龙舟说唱……在不同岁时节令

的习俗中感受非遗背后的生活智慧和
文化底蕴。

同时，本届非遗节将推出国际非遗
美食周，8个世界美食之都带来特色美
食项目，与全国各地70余项饮食类非遗
代表性项目汇聚成美食集市，让人民群
众能够在成都品尝来自天南海北的非遗

美食。设置家庭厨艺秀、非遗节里过端
午等贴近生活的互动项目，提升公众参
与度。传播中医药文化，吸引群众参与
传统医药体验，在主会场成都国际非遗
博览园和成都市社区、街区、景区等开展
健康咨询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非遗节设置科
技赋能非遗专题板块，16家研究机构和
科技企业依托桑蚕丝织技艺、西游传说等
非遗代表性项目，推出30余项可参与、可
互动的科技体验装置，通过游戏、VR数字
展览、短视频等多种形式拓展非遗呈现方
式、展示创新成果。

此外，本届非遗节将开展非遗品牌
IP授权展示、推介和交易，围绕提升非遗
在经济发展中的新动能，深化非遗与相
关知名品牌合作。立足四川文旅产业发
展特色，组织丝路锦绣展，推动蜀锦蜀绣
及相关产业发展。吸引全国游客“为了
一个节奔赴一座城”，在端午节期间购买
非遗好物、品尝非遗美食，推动非遗与旅
游融合发展，扩大文旅消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云

近600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参展参演 51支国内外队伍开幕式巡游

第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5月28日启幕

5月21日，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
合作局党委副书记崔英兰在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第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
化遗产节首次设立了“主宾国+主宾城
市”机制，邀请马来西亚作为主宾国，阿
尔及利亚阿尔及尔、马来西亚槟城、泰国
清迈、意大利巴里作为主宾城市。

据介绍，应中方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担任本届非遗节的共同主办单位。
此外，本届非遗节邀请了来自意大利、俄
罗斯、日本等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
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家学者、政府官
员和驻华使节参与，呈现三个突出特点。

本届非遗节有三大突出特点
一是非遗学术高地凝聚共识。非遗

节框架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将举办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工作坊”；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将举办
2025“丝路对话·成都”活动，邀请联合
国旅游组织，以及英国、俄罗斯、埃及等
相关机构和城市的代表围绕“非遗赋能
旅游发展”主题开展对话研讨。

二是创新转化平台促进合作。本届
非遗节将举办“创意生活”国际非遗品牌
IP授权交易活动，为非遗品牌IP创作方、
持有方、传播方、授权代理商、产品生产

商、贸易公司和零售商等搭建专业授权交
易平台。活动将首次开设国际展区，邀请
西班牙西甲联赛、古巴纺织工艺及全国近
百个非遗品牌IP项目跨界合作案例现场
参展，邀请百余家知名机构企业参与授权
洽谈，覆盖消费电子、潮玩娱乐、动漫游
戏、家居服饰、医疗健康等多个行业，共同
助力非遗传承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升
非遗IP开发利用的国际合作水平。

三是全民共享增进民心相通。本届
非遗节将举办有近200位境外艺术家参
与的天府巡游和国际手工艺展览、非遗
美食周等活动，让民众充分沉浸式体验
各国风情。同时，独具巴蜀风味的配套
非遗活动也将在成都市、四川省各地社
区中广泛开展。

科技解锁虚实交融新体验
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副司长胡雁介绍了本届非遗节的
亮点活动之一——“科技赋能非遗专题展”。

该展览的第一板块中，体现虚拟现
实、智能交互等前沿技术在非遗领域的
创新应用。电子科技大学、京东方艺云
等16家研究机构与科技企业从非遗代
表性项目中激发灵感、获取素材，开发出
一系列创新展品。《趣构成纹》以数字化
技术呈现宋锦、缂丝、漳缎等织绣品上的

150种传统纹样，提炼形成纹样生成算
法，观众通过触控AI互动，可生成具有
个人特色的“新纹样”，欣赏既古朴又时
尚的东方美学。《数字蜀面》结合AR技术
实现川剧变脸实时交互，让观众从“观看
者”成为“表演者”，感受川剧的独特魅
力。《织影万象》运用沉浸式投影和数字
织机交互装置，当观众滑动数字织机梭
子，将在丝线穿梭的机杼声中身临其境
感受蜀锦的织造过程。

展览的第二板块，聚焦数字化传播展
示的最新成果。《二十四节气》手游，通过
体验七十二物候和四川的本土文化，传
播节气文化。《有趣的甲骨文》VR数字艺
术展，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展示甲骨文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太极拳数字文化体
验空间整合运动捕捉技术，开发“数练太
极”智能跟练系统，增进公众特别是年轻
群体对太极拳的认识与兴趣。

展览的第三板块则以虚实结合的
体验设计为核心，着力打造涵盖数字游
戏、数字展览、智能装置等多元形态的
交互场景，通过“印记北京中轴线”“交
互智能茶艺师”“数字刺绣”等30余项科
技装置，构建起“可观看、可体验、可传
播”的数字化生态，进一步推动非遗创
新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云

首设“主宾国+主宾城市”
科技赋能非遗也是本届非遗节新亮点

“第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突出
国际性、群众性、创新性，聚焦培育国家
级文化品牌优化办节机制，着眼打造国
际性交流平台提升国际参与度，构建市
场参与长效机制创新办节模式等思路，
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力求活动精彩、成
果出彩。”

5月21日，文化和旅游部举行新闻发
布会，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袁艺在
会上介绍，第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将
系统构建“3+3+N”板块体系，即三大主体
板块、三大特色板块及系列配套板块。

在三大主体板块方面，“活力非遗·
天府巡游”开幕式突破传统舞台形式，以

“非遗无界”为主题，融合端午民俗元素，

组织51支国内外队伍开展行进式展演，
彰显非遗的时代活力和民众的广泛参
与。“多彩非遗·世界对话”交流将开展4
场不同主题的交流对话，从4个不同的
方面探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丝绸之
路旅游城市联盟的其他17个国家18个城
市和国内14个城市，共计110余名代表将
参与。“魅力非遗·国际大展”展览展示创
新设立主宾国与主宾城市机制，并用44
个国家的89个项目分主题呈现全球手工
艺精髓；国内非遗主题展首次用27个省
（区、市）的180余个项目情景化展现中
国非遗里的时间智慧及生活哲学。

在三大特色板块方面，“创意生活”
国际非遗品牌IP授权交易包括展览、发

布、分享及推介等环节，展览由96个卖
家展位构成。“美好生活”国际非遗美食
周呈现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八大

“美食之都”的美食历史文化和技艺特点；
汇集全国70余项非遗美食，推出“一张机
票吃全国”的美食集市。“健康生活”传统
医药推广周邀请国内120余名传统医药
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健康体验、咨询
和推广活动，通过全域惠民义诊和健康
讲堂等形式，展现传统医药的当代价值。

此外，本届非遗节期间四川共有
183个区县的288个社区实践空间（点），
在非遗节期间开展非遗惠民体验，营造
全民参与的氛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云

已成功举办八届

国际非遗节
给成都带来了什么？

市民怎么参与？“3+3+N”模式解锁全球非遗新玩法

5月21日，文化和旅游部举行新
闻发布会。关于已成功举办八届的中
国成都国际非遗节给四川带来的新变
化，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在回答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中
国成都国际非遗节作为文化和旅游部
与四川省人民政府长期共建的重点文
化项目，已发展成为享誉全球的文化
名片，非遗节落户成都，为城市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能。

在健全非遗保护体系方面，成都
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 336
个，其中国家级25项，蜀锦蜀绣、成
都银花丝等传统工艺蜚声国际；市级
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82人，其中
国家级传承人21人；建成传习所100
个、传承基地学校50所，建成9大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形成了广泛多维
的非遗传承渠道。年均开展惠民非
遗活动超 260场，覆盖群众 30万人
次，全民参与非遗保护的社会氛围日
益浓厚。

在赋能城市产业发展方面，成都
正以“场景营城”理念推动非遗创造性
转化。在乡村振兴方面，崇州道明竹
艺村依托国家级非遗项目，成功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城市更新方
面，文殊坊非遗街区引入蜀绣、漆器等
传统工艺“五朵金花”代表性传承人，
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历史街区活化
方面，锦里、宽窄巷子依托非遗资源实
现游客量持续攀升。产业和民生方
面，全市14个非遗特色文创产业区，
227个非遗传统工艺类项目产品，年
度生产总值超300亿元，带动就业5
万余人，“成都手作”非遗公共品牌累
计帮助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销售产品
超4亿元，形成可持续的文旅资源。

陈志勇介绍，未来，成都还将持续
通过“文化盛典+城市运营”的创新模
式，把节会资源转化为城市永久文化
地标，让传统非遗与公园城市相融共
生，为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持
久动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云

发布会现场展示的非遗文创产品。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