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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黎锦更是多次在国际
舞台上大放异彩。

2023年4月，意大利米兰国际
设计周举办中国海南黎族文化交流
活动，现场表演黎锦服饰秀，赢得了
满堂喝彩；

2023年6月，“根与魂——海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在澳门惊
艳亮相，黎锦秀在“大三巴”牌坊前
吸引了众多国际游客的目光；

今年5月，黎锦的风采更是跨
越重洋，在马耳他、德国、保加利亚
等三国举办“南溟技忆 百卉千
华”——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欧
洲三国巡回展，在国际传播中反响
强烈；

今年9月，五指山的黎锦走进
巴黎时装周的秀场，受到国际时尚
界的关注……这些密集的文化交
流活动和积极的宣传效果，极大地
提升了黎锦在全球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同时，海南还连续举办了四届

以黎锦技艺为核心的，全国区域性
非遗品牌活动——“海南锦绣世界
文化周”。每一届都吸引全国各省
（市）文旅厅局广泛参与，活动得到
了文旅部非遗司的肯定和支持。

15年来，海南扎实推进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的系统性保护工
作，整合政府、企业、高校和传承人
等多方力量，通过与教育融合、与
设计结合、与旅游融合，使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在得到有效传承
的同时，焕发现代审美，走入更大
范围的生活视野，走上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今年4月，第六批国家级传承
人评定结果公示，我省增加13名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包括2名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目
前我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共有

3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不含正在公
示中的2名）、25名省级传承人。

当前，海南正在加快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转名
录”的成功将作为国际非遗保护经
典案例、黎锦将作为重要的国际文
化传播品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
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成功
“转名录”后，如何继续做好下一步
的工作？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省将加
强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履约要求，进
一步健全保护传承体系，全面提升
保护传承水平，加大国际国内传播
力度，让黎锦成为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靓丽文化名片。

（文/刘小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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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12月
5日晚，在巴拉圭亚
松森举行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第19届常
会上通过评审，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急需保护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下简称《急需保
护名录》）转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以下简
称《代表作名录》）。

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成功“转名
录”，是我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的重要
论述精神的生动实
践。遗产项目从《急
需保护名录》转入
《代表作名录》在我
国尚属首次，在国际
层面也不多见，标志
着海南在非遗保护
工作和黎锦技艺保
护传承高质量发展
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也体现了我国履行
责任和兑现承诺的
大国担当，坚定了中
国的文化自信。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已有
3000多年历史，其代表性产品被称
为“黎锦”，黎锦被誉为“中国纺织史
的活化石”。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列入首批急
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
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
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的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保护领导小组，省政府相
关部门领导和九个民族市县分管副
县长为成员，对全省黎锦技艺保护
工作统一领导，实施了一系列卓有
成效的保护措施。

非遗保护写入党代会报告。
2022年，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
明确提出，传承发展好优秀传统文
化、黎族苗族文化和海洋文化，保护
和利用好东坡文化、海瑞廉政文化、

“船型屋”等文化遗存，积极推进“海
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世界
双遗产申报工作，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的培养、认定、管理和传

承所建设。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2022年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海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规定》，围绕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非遗这一主线，坚持
立法与非遗保护精准有效衔接，充
分吸纳和体现近年来形成的一系列
有效经验和做法，从完善非遗保护
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传播、促进非遗
的合理利用等方面作出了有海南特
色、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具体规定，
为推动解决非遗保护存在的实际困
难和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加强政策支撑保障。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海南省“十四五”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黎族传统纺
染织绣技艺保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年）》，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制定了《海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办法》《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评审管理办法》，以及《海
南省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

法》，为海南非遗工作提供了政策保
障。

建立科学保护体系。2012年
起，我省出版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
书《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导论》等
书籍，出版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国家级传承人容亚美等人口述
史，制作完成的《织锦上的黎族》《别
样的黎族文字》等大型黎锦技艺纪
录片被国家图书馆和中国民族博物
馆收藏。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等高校积极开展黎锦保护性设计应
用研究，完成了国家艺术基金“黎族
絣染技艺传承创新人才培养”等项
目。常态化举办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研修培训班，选派优秀非遗传
承人赴省外高校进修深造。

……
海南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

领，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
法论指导下，走出了一条现代治理、
活态传承、弘扬壮大的非遗保护发展
道路，为世界贡献出“中国方案”。

夯实保护传承基础 为世界非遗保护贡献“中国方案”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
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文化和旅
游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社会各
界自觉参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保护和传承的热情日益高涨，进一
步激发了非遗的新动能。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海南省五指山市考察时强调，搞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有
效衔接。我省将非遗保护传承与发
展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传统
村落保护、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
等工作有机结合，推动海南非遗保
护传承取得新突破、进入新阶段。

加强区域性整体保护。2023
年，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出台
《海南省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
办法》，通过33条具体条款明确了省
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
设立程序、责任主体、建设内容和管
理措施。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
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及其赖以孕育、滋养、发展的
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加以系统性保
护，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实现“遗产丰富、氛围浓
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目标。

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联合省人社厅和省
乡村振兴局印发了《关于持续推动非
遗工坊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

围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等传统
工艺推进非遗工坊建设，由输血式的
外力扶持逐渐转变为造血式的内生
发展，运转效能不断提升，以黎锦等
为代表的非遗相关产业，成为五指山
等民族市县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之一。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就
通过传帮带，带动周边市县的织娘一
起完成大量生产订单，被文化和旅游
部入选全国30名传承人“云探店”，
在全国范围推广宣传。

建立黎锦原材料生产基地。为
保证黎锦纺织原材料的供应，我省
在东方市等地共建立了148亩的原
材料生产基地，采用“政府投资，企
业承包”的形式，种植海岛棉、苎麻、
假蓝靛、黄姜、山蓝、落葵、苏木等黎
锦原材料作物，并严格按照传统种
植方法进行培育，确保作物的品质
和传统特色。此外，各地传承人、合
作社还分散种植了多种黎锦原材
料，据统计，全省黎锦原材料种植面
积累计近400亩，为黎锦的可持续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探索非遗产业化发展。海南坚
持传统技艺与当代时尚相结合，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培育优质企业，大
力发展黎锦产业。通过企业化内部
资源复制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保护传承，将传统传承模式演化为
产业化、标准化的传承模式，激活技

艺自身“造血”功能，扩大黎锦在国
内外的影响力，推动黎锦融入群众
生活，真正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非遗“活态”传承。我省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搭建黎锦
设计师及设计服务平台，整合国内
高校设计师、社会知名设计师资源
为全省黎锦企业、工坊和非遗传承
人工作室提供符合市场和消费者需
求的设计和产品定制服务。36家黎
锦企业、工坊、非遗传承人工作室成
立了黎锦产业联盟，获得授权免费
使用设计师平台设计的作品，进一
步增强了黎锦文创产品的市场接受
度和竞争力。目前，全省黎锦产业
欣欣向荣，行业的头部企业一年营
收达千万元，产品远销海内外。

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保护机制、
增设非遗工坊、建设产业联盟、建设
原材料基地……如今，黎族传统纺
染织绣技艺传承人已从2009年时
的不足1000人到2万多人。此外，
全省100多所中小学开展了该项技
艺实践课，白沙、琼中、保亭、昌江、
陵水、乐东等地建成黎锦技艺传习
馆和16个传承村，积极通过“非遗
进校园”“研培计划”、建立传统工艺
工作站等方式，整合多方力量，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
振兴有效衔接。这一系列保护成
效，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成功

“转名录”提供了坚实基础。

坚持“活态”传承 传承人从不足千人到超过2万人

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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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青年们身着不同方言区的黎锦服饰。

黎族阿婆用腰织机织黎锦。

身着黎锦传统服饰的孩童。

身着黎锦服饰的黎族妇女。

黎锦絣染技艺。
本版图片均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