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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一场好玩新潮的非遗大集，在鲜活场景中领略
传统文化魅力，以展为媒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24 日 ，为 期 5 天 的 创 意 云 南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会
（2022-2023）在昆明落下帷幕。从本届文博会看，历史
文化资源正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一揉一搓、一压一按，没多久工夫，一朵盛开的“莲
花”就在制作者手中被揉捏出来。说是一块点心，更像
是一个工艺品，舍不得把它放进嘴里。

这款精致的非遗美食，名叫“唐菓子”，起源于隋唐
时期，是佐茶而食的点心。这一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得
到了较好的传承发展。

在文博会现场，众多文化创意产品是将传统技艺、
文化符号等融合现代元素而成。

在 T 台式的楚雄彝绣展区，参展人带着各自设计
的文创产品依次亮相。除了简约风的服饰，一些联名
款的球鞋、时尚挎包等产品颇受欢迎。“00后”彝绣非遗
传承人陈海燕说：“除了运用在穿戴领域，我们还跟大
学合作，推出了彝绣风的录取通知书。”

创意昆明馆内，集聚 10多项非遗技艺与创意手工
的非遗美学空间人气很旺。在这里，观众可以闻香品
茗，放松身心，也能参与非遗体验活动，近距离感受非
遗文化魅力。

展区负责人杨丽菊介绍，非遗美学空间设置了香
道、掐丝珐琅、扎染等多个体验场景，每天送出100个体
验名额。“参加体验活动让我对非遗有了更深的了解。”
昆明市民刘娅敏和家人趁周末，体验了扎染、泥塑等。

记者发现，不少展区专门设立了体验区，传习教
学代替展演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着唐乐演奏，跟着

“陆羽”一起煮茶，跟“狄仁杰”等历史人物“偶
遇”……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观众们体验了一
把唐朝生活。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本届文博会上，立足文化相
关产业的招商引资也是一大亮点。

据统计，本次招商引资推介会上，文化创意、动漫
游戏等一系列文化产业投资项目成功签约，拟签约金
额70余亿元。

云南文博会走过 10个年头，已成为海内外文化产

业交流合作、成果转化运用的重要平台。
2014年成立绣品加工厂，2021年开品牌公司，非遗

传承人丁兰英是文博会的常客。刚开始只是带着几套
传统服饰参展，如今融入彝绣元素设计开发的文创作
品多到让她挑选不过来。

像丁兰英一样，近年来，在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
下，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跳出家庭作坊的传统模式，
创办了公司、工作室。

近年来，云南积极推动文化和相关产业在更广范
围、更深层次融合发展，全面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新华社昆明10月25日电

形态各异的唐菓子。（受访者供图）
文博会上展示的扎染系列文创产品。

新华社记者陈欣波摄

一天早上，宋朝人查道和仆人看望远方
的亲戚。到了中午，两个人都饿了，可路上
没有饭铺，怎么办呢？仆人建议从送人的礼
物中拿一些来吃。查道说：“那怎么能行
呢？这些礼物既然要送人，便是人家的东西
了。我们要讲信用，怎么能偷吃呢？”结果两
人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赶路。 走着走着，路
旁出现一个枣园。枣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枣
子。查道和仆人本来已经饿得发慌，便停了
下来。查道叫仆人去树上采些枣子来吃。
两人吃完枣，查道拿出一串钱，挂在采过枣
子的树上。查道严肃地说：“诚实是人应有

的道德，虽然枣主人不在，也没有别人看见，
但我们既然吃了人家的枣子，就应该给钱。”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为人
处世的道德准则，如果人人可以像查道一
样，将诚信贯彻来生活点滴中，社会将会更
加美好和谐。

(来源：《诚信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出
版)

加快产业发展动能转化
——云南文博会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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