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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 13849115050
登封 13938274990
新郑 13525566346
荥阳 15515520081
中牟 15003836386
航空港 13140034566

航海路未来路 15617400882

花园路红专路 56621631
经 一 路 15237175580

惠济北大学城 13838173523

南 三 环 15238022358
凯 旋 门 13526442821

二七万达 15837166207

农业路文化路 13603716282

文化宫路伊河路 60100518

◆地址：博体路凯旋路交叉口郑州报业大厦 A 座 4楼东大厅
◆地址：棉纺路工人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锦绣小公馆·西座 612

声明公告
★郑州市二七区莱菜饭店（个
体工商户）（92410103MADWYF
A183） 公 章 遗 失 ， 声 明 作 废 。

公 示
经 主 管 部 门 批 准 ， 我 单 位 将
在 市 区 工 二 街（人 民 路 至 工

★李倩倩遗失海天商贸城押金
收据（金额 5000 元，编码 7009
643），声明作废。

三 街 ） 进 行 郑 州 市 工 二 街 燃
气 管 道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 施 工
时间 2025 年 6 月 24 日至 2025

年 7 月 19 日 ， 特 此 公 示 。
公示单位 ： 郑州华 润 燃 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从小作坊到产业化生
产，段氏布鞋目前已经带动
周边 3000 多位村民实现致
富增收。”曾参与 2017布艺
培训班和 2023 非遗助力乡
村振兴高级研修班的段氏传
统布鞋衲制工艺传承人段玉
国说，正是研培计划的“进
修”经历，才能让他有机会逐
步接触到标准化生产模式，
并对传统耕织文化、布鞋文
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据了解，2021 年起，郑
州轻工业大学就面向农村
地区非遗传承人开展在地
化培训，以汝阳县小店镇高
庄村的“段氏布鞋培训”项
目为例，项目设计的10个系
列50款鞋样，为当地带来年
均30余万元的经济增收，解
决600余位农村留守妇女就
业问题。

“在依托文旅部‘研培
计划’项目的同时，我们也

在主动走向地市，在鹤壁、
驻马店、信阳等地开办非遗
技能培训，来赋能乡村文化
产业。”郑州轻工业大学非
遗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副
教授王潇说，研培工作通过
企业订单、院校设计、传承
人指导、当地村民制作的流
程，完成早期“输血培养”，
帮助地区百姓建立起“自我
造血”机制，改观乡村产业
面貌，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
6月 21日，第六届中国知识产
权政策与管理论坛暨第十届
知识产权中原论坛在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举行。

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学学
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原工学
院、河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主
办，以“知识产权推动科技创
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为主
题，通过搭建高端交流平台，
汇聚各方智慧力量，深入探讨
知识产权在促进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融合过程中的新机
制、新路径和新模式。

知识产权既为创新赋权，又
为产业赋能，全面契合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要求，为推动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融合，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

近年来，河南省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
链条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省
拥有有效发明专利9.3万件，是

“十三五”末的2.1倍；有效注册
商标总量达到212.5万件，居中

部六省第一；建成3个国家级知
识产权运营平台，数量居全国
第四；认定专利密集型产品109
件，备案专利产品4333件，数量
均居全国前列；洛阳知识产权
证券化产品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实现河南省知识产权证
券化“零”的突破。颁布实施《河
南省专利促进和保护条例》。
获批郑州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
范区和 5个国家级保护中心。
培育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
业320家，是“十三五”末的3.2

倍。6个省辖市获批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和试点城市，数量居
全国第六。市级综合性知识产
权服务机构覆盖率超 90%，高
于全国平均值40个百分点。

论坛主旨报告环节，与会
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人工智能
与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与发
展新质生产力”“数据调查看
知识产权工作发展”“知识产
权与大国竞争”“大模型智能
化系统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
强”“数据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等做精彩演讲。
本次论坛还设置了7个分

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
“大国竞争与知识产权”“人工
智能与知识产权”“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产业
高质量发展与专利保护运用”

“商标品牌与地理标志保护运
用”“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运
用”“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
护”等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为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
合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第十届知识产权中原论坛在郑举行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各自身怀绝技的非
遗传承人也需要“进修”
吗？这些传承人在一起
上课又能碰撞出怎样的

“艺术火花”？6月 21日，
“研培十年行 非遗正青
春”——中国非遗传承人

研修培训计划主题传播活动河南站在郑州轻工业大学艺术设
计学院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专业授课教师、一
线高校从业者齐聚一堂，全面展示非遗研培工作的阶段性成
果，为广大群众揭开“研培学府”的神秘面纱。

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保护工作，扩大非遗
传承人才队伍，促进非遗保
护理念传播，从 2015 年开
始，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导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研修培训计划”便被提上
日程。10年来，该计划在振
兴传统工艺、促进传承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全国各地非遗传
承人因此得到进修与成长。

在 河 南 ，作 为 2024—
2025 年度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参
与院校，郑州轻工业大学早
在 2016 年就开始了非遗研
培计划，近 10 年来培养了
900余名学员。研修培训课
程包括剪纸、木版年画、泥
塑、陶瓷等 8个传统工艺门
类，1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和
18 个省级非遗项目在这里
进行着研培教学工作。

据记者了解，来自全省
各地的学员经过研修培训，
在各自从事的非遗项目中取
得了长足进步和成就。在郑
州轻工业大学参与研培的学

员中，既有全国轻工技术能
手、中国乡村文化和旅游能
人，也有河南省劳动模范、河
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
杰出代表。经过系统化的研
培教学，35人获评河南省工
艺美术大师、46人升格为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28人评上高级工艺
美术师，为地方非遗保护和
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同样作为“研培计划”的
参与院校，来自河南艺术职
业学院的师生队伍在现场为
大家展示了研培计划的具体
实施过程。“作为豫东地区稀
有剧种之一，柳琴戏堪称是

‘河南一枝花’。”永城柳琴戏
市级非遗传承人徐庆楠说，
正是有了研培计划的存在，
自己才能有机会在高校受到
专业声乐老师、身段老师的
培训和指导。从戏曲艺术历
史脉络的理论教学，到“唱念
做打”的实操培训，学员们不
仅在研培过程中提升了非遗
传承保护的“硬实力”，也在
学员与学员、学员与高校之
间结下了深厚的“真感情”。

翻开非遗传承人的翻开非遗传承人的青青春春修炼手册修炼手册

一场“成果巡礼”，“江湖”人才辈出

提起 AR 眼镜，手指轻
点“马街书会”图标，一个可
视、可互动、可学习的非遗保
护传承体验项目就出现在了
游客眼前。声控操作随时开
启“下一层”进度，现场花絮、
戏曲选段、背景介绍都能在
指尖完成，作为只有在农历
正月期间才会举办的“曲艺
盛会”，它正在通过科技手段
被复制在数码产品中，供探
索者任意体验。

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与科技同

步，积极开展非遗双创探索
也成为“研培计划”的重要
方向。据了解，在河南省文
旅厅支持下，郑州轻工业大
学与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
院联合成立河南非物质文
化遗产创意和智能设计实
验室，依托河南非遗美学
馆，正逐步开展非遗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
探索。

当前，学校围绕非遗研
培和非遗点亮计划的重点
内容，打造了马街书会 AR

交互体验和太极拳互动体
验，让“人民的非遗人民共
享”理念得到生动呈现，并
在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举办期间，收获参展群众
喜爱。“我们的学员现在已
经能够自己学习使用AI生
成内容，并发布在自己的社
交平台。”王潇说，泥咕咕项
目非遗传承人、学员宋楷战
就通过AI制作了“憨小刀”
形象，并且应用在短视频平
台，收获了关注与点赞。
本报记者 李居正 文/图

AI与数字化产品成为研培“新风向”

“非遗研培+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

研培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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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硬实力、探索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