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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

1月22日上午8时15分，省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开幕前，“委员通道”集中采访活动在省

人民大会堂举行。6 位来自不同界别、领域的

省政协委员走上通道，接受记者提问。

省政协委员、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任、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郭艺在回答钱

报记者关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的相关问题时表

示，从事非遗保护20年来，她深深感到，非遗传

承的核心是人，要“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扶着老

人”，让非遗得到传承，让文脉得以赓续。

“委员通道”上，省政协委员、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郭艺回答钱报记者提问

非遗传承，要“一手牵孩子，一手扶老人”

一支话筒、一片真情，“委员通道”讲述身边故事，亮

出喜人成绩。来听听，通道上委员们都谈了些什么？

亮相“委员通道”的他们
都说了些什么

本报记者 赵磊/文 丁一格 林云龙/摄

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要从娃娃抓起

作为一名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者和管理者，郭艺不久

前刚被推选为浙江省“最美政协人”。此次以政协委员亮相“委员通

道”，郭艺胸前佩戴的一枚竹编胸花格外醒目。她说，这就是“传二代”

的手作产品，浙江的非遗保护工作者们，正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激发非遗的活力，让非遗得到展示传承。

在郭艺看来，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应该从娃娃抓起。今年省两

会，她准备了两个提案，其一就是建议把非遗保护的内容纳入国民教育。

去年8月底刚落成开放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我国首座大

型区域性非遗馆，展出1022套非遗技艺展品。郭艺惊喜地发现，参观人

群中，16岁以下的青少年约占总人数的1/2。“哪怕孩子们不具备深厚的

知识背景，只是单纯的用眼看用耳听，就能感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比如非遗馆里人气极高的古戏台，也被誉为馆内的“非遗之眼”。

这座充满浙江特色的古戏台不仅本身是个展品，平日里还会轮番展演

浙江 58 个传统戏剧项目折子戏，还专门安排了孩子们爱看的木偶戏、

皮影戏，成为年轻人走进非遗的媒介。

郭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需要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触，将

那些最值得骄傲的传统技艺之美，润物无声地根植于下一代的心中。

希望全社会共同关注
感受非遗的温度

一方面，要引导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而另一方面，就是与时

间赛跑，记录非遗的传承实践。郭艺说，浙江省现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 196 位，在世的还有 144 位，但 70 岁以上高龄的已占到总人数

的 70%。“我们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拍摄、保存，让各种活态的东

西都可以被影像记录下来。”郭艺说。

郭艺今年两会的另一项提案，是关乎传承人知识产权的问题。当

下，市面上有不少文创产品，是在传承人的非遗技艺基础上进行复制或

转化的。“我觉得我们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让传承人的利益得到更充

分地保障。”郭艺说。

非遗馆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特色，很大一部分也是源自它的“烟火

气”，引进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馆进行现场展演。郭艺争取到社会公益

人士的支持，专门成立了非遗保护公益基金，用来扶持代表性传承人对

非遗技艺的传承实践，还会帮助传承人去做相关非遗技艺的 IP 孵化，

拓宽展销渠道，为他们的非遗项目做专题展览。

郭艺说，非遗保护，就是要赓续华夏文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希

望全社会共同关注非遗传承，触摸非遗的匠心，感受非遗的温度。”

驻馆的非遗传承人为孩子们展示杭州木板水印制作技艺驻馆的非遗传承人为孩子们展示杭州木板水印制作技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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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经济，就是“拼营商环境”

拼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拼营商环境”，就是要让民营

企业家们更有信心。

在政府服务企业、推进新时代“两个健康”建设的过程中，

我切实感受到，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从“企业找服

务”向“服务找企业”的跃升，让我们企业办事更放心、更暖

心。我相信，随着我省“民营经济32条”政策进一步的落地见

效，我们政企同心，浙江民营经济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赚

共富不共富，关键看乡村农民群体的收入。去年，我和我

们单位的科技特派员一同到开化县大溪边乡调研。农户一看

到我们，就热情地把我们拉到地里，开门见山地请教起高粱种

植的问题。

截至目前，省农科院已累计派出个人科技特派员 1697 人

次、团队科技特派员116个，实现山区26县全覆盖。我们把论

文写在田野里、把技术送到老百姓家，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

干、领着农民赚、留下致富经。

政协很近，委员很亲

“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政协一头连着党委政府，一头连着

千家万户，政协委员需要通过联系群众来为国履职、为民尽

责。

在哪里联系？省政协在全省推广创设了委员会客厅、民

生议事堂、委员工作室等委员联系群众的载体，我们湖州就

有，极大地拓展了联系面、扩大了同心圆、增强了影响力。

怎么联系？湖州政协创新打造“五联”矩阵：“界别活动

室”规范联、“民情直报点”码上联、“委员服务单”深入联、“群

众列席制”常态联、“主席接待日”示范联，真正让群众感觉到

政协很近、委员很亲。

本报记者 李灿 拜喆喆

民族品牌出海，华侨要做生力军

我是一名来自浙江青田的“侨三代”，在海外创业多年，根

永远在浙江。

“地瓜经济”形象概括了浙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身

姿。现在，很多华侨都想带着项目回到家乡，滋养“地瓜”的根

茎。也有很多华侨，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国内品牌出海，培育

“地瓜”的新藤。广大华侨对海外的环境、市场有着天然的熟

悉度，可以成为助推中国品牌出海的生力军。

埋头做好创新这件事

近 20 年来，我埋头做一件事，就是让我们中国自主研发

的潮流能发电机进入世界一流。

我们在舟山秀山岛下海的全球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

已连续发电并网运行至今超 6 年，累计发电超 563 万千瓦时。

这标志着由我省企业自主研发的兆瓦级潮流能发电机组，无

论是在装机规模，还是在连续并网运行时间上，都已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

科技创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拼的是速度，也是

耐力，需要久久为功。我们一定要实干争先、再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