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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月 28日，第二届大国
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
坛在京开幕。全国85位大国工匠
齐聚北京参加开幕式。河南大国
工匠、郑州仁清金石传拓艺术博
物馆馆长、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李仁清受邀参加。他已连续参加
两届该活动。活动上，李仁清栩
栩如生、形神兼备的菩萨、飞天
等高浮雕拓印艺术引人瞩目。

碑刻传拓技艺是印刷术发

明之前中国创造的文献复制技
术，已传承千年之久。但这一技
艺一直停留在传拓作品都是平
面的碑文和墓志上，面对高大的
陵墓石刻或石窟中的高浮雕造
像和立体圆雕时，则一直无能为
力。李仁清经过30多年的实践
和研究，探索出高浮雕拓印技
艺，填补了这一空白。

多年来，巩义石窟寺、洛阳
水泉寺石窟、浚县千佛洞石窟等
国内众多著名石窟寺都留下了

他的足迹。他把馆里的高浮雕
藏品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推出“彩
拓”高浮雕文化艺术作品，变身
为客厅挂件、摆件，以及口罩、手
提袋等文创产品，走出博物馆，
走进千家万户。

9月19日，在郑州大剧院举
行的 2023年微博文化之夜颁奖
盛典上，李仁清作为“年度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世人展示
了其精心制作的“鱼跃龙门”“飞
龙在天”等拓片作品。

金水非遗绽放异彩

■金质“文化芯片”赋能“城市IP”

非遗IP：传拓技艺、升科剪纸、朱氏古建筑彩绘

金水激活“非遗新生”密码
非遗演艺、非遗手工艺等

都是历史传承下来的精神瑰
宝，提供着不一样的精神文化
源泉。从小众到大众，从保护
守望到活态传承，金水区在守
护、创新、融合里找到非遗新
生的密码。

目前，金水区已成功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2项，
拥有多位非遗传承人，开展活
动上万场，惠及群众百万人次
以上。如何让古老非遗焕发
生命力？答案是非遗融入当
下生活。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翠 鲁慧
通讯员 王珺洁 李贞 文/图

除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拓技艺），金水区的灿烂文化
还有升科剪纸、朱氏古建筑彩绘
等手工技艺非遗项目。

在升科剪纸培训基地，各式
刀法细腻、线条流畅、工艺精美
的剪纸精品让人叹为观止；在朱
氏古建筑彩绘传习所，古建筑彩
绘行云流水，古建筑历史厚重。

据了解，金水区重点建设了
升科剪纸培训基地、朱氏古建筑
彩绘传习所、高浮雕传拓技艺传
习所、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
中心李仁清传习所等非遗传承
基地，积极搭建研学平台和空
间。多项传承项目免费培训以
来，群众参与热情高，涌现出了
一批优秀学员。

同时，馆内设有高浮雕传拓
技艺主题展厅、剪纸体验展示
馆、古琴体验展示馆、大河考古
美术馆和非遗教室，每年展演团
都在辖区开展“非遗进社区、进
校园”“非遗作品展”等活动，实
现见人见物见生活。这些文化
传承的新空间，让非遗在百姓近
旁盛放。

非遗生活与百姓零距离

郑州仁清金石传拓艺术博
物馆、贾艳梅剪纸艺术作品展
馆、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郑州
天中艺术博物馆……越来越多
的展陈机构和高端项目走进金
水市民的日常生活，打响了金水
辖区的非遗文化品牌。

聚力“非遗+文旅”，金水区
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依托辖区
现有文化旅游资源，植入古琴、
剪纸、拓印、中国结等传统手工
技艺类非遗元素，为非遗开拓了
新市场、扩大了新受众。

大力发展非遗文创产业，“非
遗+产业”赋能文旅经济新动能。

郑州仁清金石传拓艺术博物馆积
极研发文创新产品，研发生活用
品和文化用品类产品200余种。

不仅如此，位于金水区的产
学研协同创新中心是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与国家知识产权
创意产业试点园区合作的产学
研合作中心，开发建设的“产学
研博物馆文创开发平台”与省内
多家高校、企业、个人设计师建
立合作关系，培养近百名设计类
专业实习生，孵化企业 5家，学
生直接参与落地项目50余项。

截至目前，金水区已成功申
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项目 9

项，省级传习所 2个；市级项目
15项，区级项目18项；省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9人，市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15人，区级传承人6人。

金水区将继续深挖非遗“富
矿”，推进非遗生产性保护，充分利
用元宇宙现代数字技术，以数字赋
能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让文
化遗产真正“活起来”“火起来”。
探索“非遗+文创”融合发展新路
径，推动金水文创与中原文化、黄
河文化等有机结合，量身定制系
列城市文创品牌IP，孵化一批全链
条文创企业，全力构建“大文创、大
文化”现代化文化产业生态。

非遗文化拉长产业链条

探索特色产业发展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第二届上街区峡窝镇
乡村振兴主题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谢鹏
飞 通讯员 王晓宁 杨方方）昨日上午，第二
届上街区峡窝镇乡村振兴主题论坛成功举
办。论坛以“聚焦绿色生态产业 擘画乡村振
兴新蓝图”为主题，探讨如何通过金融助力、
院企合作，让产品与产业对接，为绿色产业赋
能，让村民得到实惠。

近年来，峡窝镇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
产业发展为主攻方向，在做优基地、做强加工、
做活业态上下功夫，推动农业产业全面升级。

大坡顶村立足实际发展红薯种植及粉条
深加工项目，规划红薯种植 500余亩，新建烘
干厂房2000平方米，晾晒场5000平方米，建成
集烘干晾晒于一体的生产基地，为后续引进红
薯粉条深加工、西街村中草药种植及“三夏”麦
收提供有力产业支持，增加劳动力就业200余
人。西街村将中药材种植作为农业产业调整
的重要抓手，与河南科霖达菊珍饮品股份有限
公司达成合作，拟建设 300亩生态化种植基
地，大力发展培育地黄种植产业，预计项目年
收益约100万元。项目所用人工将优先使用
本村富余劳动力。

论坛现场，上街区政府与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农副产品加工研究中心签署《乡村振兴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峡窝镇与中国工商银行上街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上街支行、中国邮储银行
上街支行分别签订《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合
作协议》，上街区政府为聘请的乡村振兴首席
特聘专家发放了聘书。

峡窝镇党委书记陈勇表示，将积极探索
“一村一品”产业格局，整合辖区特色产品、产
业，汇聚更多优势资源，构建起“本土种植、就
地加工、电商销售”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努力
让乡村美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非遗传承人李仁清（中）在微博文化之夜展示作品

嵩阳书院“二将军柏”
授牌全国“双百”古树
河南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启动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袁建
龙 通讯员 赵晓聃 吴帅军）昨日，秋雨中的
嵩山绿涛如海，以“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中华
文脉”为主题的 2023年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
普宣传周河南分会场（郑州）活动在登封启动。

启动仪式上，嵩阳书院“二将军柏”与中
岳庙古侧柏群一起被授予全国“双百”古树，
并向全社会发起保护古树名木的倡议。“双
百”古树推选经过地方推荐、推选办初审、公众
投票、专家评审、全网公示等环节，河南共有2
株侧柏和6处古树群入选。

登封地处中原，对森林的繁衍和发展有
着优越条件。目前登记在册的国家一级保护
古树 521株、国家二级保护古树 414株、国家
三级保护古树 1085株。嵩阳书院内的“二将
军柏”高18.2米，胸围13米，冠幅东西15米、南
北13米，树龄至少有4500年，现仍枝叶繁盛。

中岳庙是“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世界文
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古树名木330
余株，国家一级保护古树242株，是嵩山地区现
存古柏最多的地方，10余株树龄 3500年至
4000年，47株树龄在1300年至2900年。

近年来，登封全面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开展衰弱濒危古树抢救复壮、古树名木认定建
档、科普宣传等工作，累计投入管护及复壮保护
资金330万余元，已完成复壮保护古树共132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