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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有好物
消费市场活力足

步入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五洲情会展中
心一楼，“十二月市——成都商贸习俗的时间
表达”专题展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古代集市。
正月灯市的彩灯、二月花市的花器、三月蚕市
的蚕丝被、四月锦市的蜀锦织造、五月扇市的
蜀绣扇子……每一件展品都承载着成都人的
生活智慧，也彰显了这座城市的生活美学。
彭州白瓷花器、桂花土陶花器，以及新川派盆
景的展示，让观众感受到了成都人对生活的
热爱与追求。

非遗节是文化的展示平台，更是文旅市场
的热点。在“十二月市”专题展上，众多非遗好
物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成为爆款单品。

四月锦市的展区前，按比例还原制作的丁
桥机模型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这台迷你
丁桥机虽然小巧，但精细程度极高，依然能编
出小尺寸的缎带。一位观众惊叹道：“这太神
奇了！没想到古老的技艺在今天依然如此精
湛。”蜀锦织造技艺和现代旗袍产品的展示，更

是将传统工艺与时尚设计完美融合，吸引了众
多时尚爱好者的关注。一位年轻女孩在试穿
了一件蜀锦旗袍后表示：“太美了，我一定要
买一件带回家。”传统与时尚的融合创新直接
带动了现场销售和线上关注度的飙升，成为
非遗节拉动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

非遗节现场
达成意向合作项目1809个

本届非遗节的“十二月市”专题展展示了
传统的非遗技艺，更呈现了非遗在新时代的创
新成果。六月香市通过现代美学空间打造沉
浸式香文化体验场景，让观众感受香之魅力。
七月七宝市以“传统工艺+现代设计”为主线，
通过交互式展柜与场景化陈列，打造沉浸式珠
宝艺术空间，呈现非遗在现代配饰中的创新应
用。这些尝试清晰地指向了非遗发展的未来
趋势：场景化、体验化、数字化、生活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非遗节上，众多非遗
项目还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达成合作意
向。据了解，本届非遗节成都非遗博览园主会
场现场观众共计21.74万人次，现场销售总额
1604.51万元，非遗品牌IP授权签约36个项目、
签约总额3.5亿元，现场达成意向合作项目1809
个。非遗节充分发挥“文化+文旅”的融合效应，
成都各区（市）县还举办了23场非遗主题系列活
动，共计有911个项目、1.28万人参展参演，现场
观众共计177万人次，实现现场销售总额2665.8
万元，意向合作总额3793万元。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摄影 张青青 彭浩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锐
凯） 记者3日获悉，“运动成都”成都市第十二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体育舞蹈比赛近日在金牛
万达广场举行，吸引60余支代表队、1200余名
少年参加。

据悉，成都市全民健身运动会自2014年创
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十二届。体育舞蹈作为
成都世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备受关注。
本次全民健身运动会体育舞蹈比赛的举办，为
成都世运会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市健运会体育舞蹈比
赛的一大亮点是加入了成都市体育舞蹈协会
新编的校园集体舞项目，参赛的代表队大多是
成都市的中小学。

迎世运 千名少年舞动蓉城

2025 成都世界运动会已进入倒计
时，昨日，新都区斑竹园镇三河村村民
们激动了：他们在中国台球协会公布的
出征世运会名单中，找到了大家都熟悉
的“新村民”肖国栋，他将代表中国出战
斯诺克项目！更让大家兴奋的是，这位

“台球打得多好的年轻人”，当前世界排
名已达第 13 名，以 70%的胜率稳居亚洲
第一。

在新都区斑竹园街道三河村的“肖国
栋&周跃龙斯诺克冠军工作室”里，肖国
栋正在全力备战。在刚刚结束的2024/25

赛季中，肖国栋一次打进排名赛决赛，三
次打进四强，四次打进八强，成为这个赛
季发挥最稳定的选手。

自以“新村民”身份落户斑竹园街道以
来，肖国栋只要回到三河村的工作室，村民
们都会来看他打球，他也经常与村民切磋，
并且指导少年学员基础球技。

眼下，夏日的三河村已开出各色花
朵，正如世运会斯诺克赛事台案上的一颗
颗彩球，静待着自己的“新村民”在世运会
上取得好成绩。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文/图

成都三河村“新村民”
即将征战世运

比赛中的肖国栋。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仪） 记
者3日从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获悉，端午小
长假3天，全市公园、绿道共接待游客市民137.41万
人次。

当端午与儿童节相遇，成都天府绿道变身亲子
乐园。节日期间，大人划龙舟、体验非遗，传承千年
文化；孩子捞萌鸭、做手工，解锁童年野趣。环城生
态区传统与童真共舞，湖光与欢笑交织，3天共接待
市民游客79.86万人次。

作为热门打卡景点的成都市动物园，节日期间
充分发挥自然教育、科普研学等资源优势，举办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妙趣横生的科普文化活动，共计接
待游客13.23万人次。

此外，端午假期“熊猫热”持续，不少市民游客纷
纷携亲带友到成都看“滚滚”。假期期间，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接待游客12.41万人次，再次成为节
日期间全国最受关注景点之一。

端午假期，锦江公园围绕依托“文旅+非遗”创
新模式，全面升级沉浸式夜游体验，推出多码头水岸
联动的“锦江花月夜之端午奇妙游”端午主题活动，
打造沉浸式主题演绎、端午游园会、荷花集、端午童
趣乐园等活动，共计接待游客12.51万人次。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煦阳）
记者 3 日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
站获悉，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成都车站累计发送
旅客 202.4 万人次，日均 4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客流最高峰出现在 5 月 31 日，全站累计发
送旅客 5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刷新历史同期
纪录。

端午假日运输期间，成都铁路枢纽3个主要火
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成都东站累计发送旅客
128.2万人次，日均25.6万人次；成都西站累计发送
旅客14.7万人次，日均2.9万人次；成都南站累计发
送旅客20.7万人次，日均4.1万人次。

同时，在假日运输中，空铁联运旅客运输量持
续增长：“双机场”+铁路出行火热，双流机场站累
计发送旅客 3.7 万人次，日均 0.8 万人次；天府机场
站累计发送旅客 3.5 万人次，日均 0.7 万人次。其
中，5 月 31 日双流机场站发送旅客 10315 人次，刷
新 2025 年“五一”期间首日创下的 9611 人次纪录，
创历史新高。

成都公园、绿道
接待游客市民137.41万人次

端午假期

成都车站
累计发送旅客202.4万人次

非遗节上，记者探访“十二月市”专题展

赶集成都 感受千年商脉的智慧活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以其独特的

“十二月市”商贸习俗，书写了千年商业
文明的辉煌篇章。如今，在第九届中国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十二月
市——成都商贸习俗的时间表达”专题
展再次将这座城市的商贸基因与创新活
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这座城市繁荣
商贸的生动注脚。

气象万千
运动无限

市民参观“十二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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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光掠过成都国际非
遗博览园时，俄罗斯塔塔尔
族舞者飞扬的彩袖与四川金
钱板的铿锵节拍仿佛仍在空
中交织，久久不愿散去。6月
3日，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
化和旅游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
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
化遗产节在成都传媒集团
（成都传媒产业集团）运营的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览园圆满闭幕。

本届非遗节以“增进交
流互鉴 激发传承活力 共享
美好生活”为主题，历时 7
天，汇聚来自84个国家和地
区的599个非遗项目。

非遗植根于地方人文土
壤，也助力着一域经济持久
发展。成都市各区（市）县还
举办了23场非遗主题系列
活动，共计有911个项目、
1.28万人参展参演。成都市
参加本届非遗节现场观众近
200万人次。

成都已成功举办了九届
非遗节。来自世界各地的非
遗传承人、专家学者会聚于
此，共同探讨非遗保护与传
承的路径，分享各自的文化
瑰宝，让不同文化在交流互
鉴中美美与共、各美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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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非遗节的举办，不仅是文化的“展
陈”，更是文明的“遇见”。非遗作为世界语言，
不仅仅是文化单向度的传播，更激活了文明间
的深层对话，促成文明多向度的拥抱。加快西
部对外交往中心建设的成都，以非遗为媒，在这
场节会中向世界阐释东方美学的精髓，与会嘉
宾也毫不吝惜对成都的赞美。

“马来西亚和中国不仅是好邻居，也是好朋
友。”本届非遗节首次设立“主宾国+主宾城市”
机制，邀请马来西亚作为主宾国，阿尔及利亚阿
尔及尔、马来西亚槟城、泰国清迈、意大利巴里
作为主宾城市。马来西亚主宾国代表在致辞中
说，“参加这次活动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让我
们探索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加强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也许在这之后，我们可以邀请成都相
关部门去马来西亚，合作举办这样的活动。”

欧盟创新委员会前主席 Cosimo Del Vecchio
对本届非遗节设置的每个环节都展现出极大兴
趣，在他看来，“成都就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
化的一个窗口，我非常欣赏这座城市以及这座
城市的文化。”

威尼斯玻璃是意大利穆拉诺岛传承700年
的手工艺术，被誉为“透明的宝石”。对于这次
成都之行，制造师毛罗带来了自己的得意之作：
一个大熊猫图案的玻璃艺术作品。憨态可掬的
大熊猫上方，是成都和威尼斯的字母。

与非遗节的海报合影、与中国的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拍照、热闹的展位，还有结交的中国新
朋友，都让毛罗兴奋不已，“我非常喜欢大熊猫，
它们很可爱。第一次来成都，这座城市的人非
常友善。”

对于波兰艺术家而言，这也是一次意义非
凡的文化体验之旅，“这里绿意盎然，而且到处
都有艺术气息。我看到了很多雕塑、绘画和装
饰品，无论我看向哪里，都能感受到对细节的精
心雕琢，我喜欢这里的一切。”

“最让我感动的是，人们对于波兰的蕾丝工
艺非常感兴趣，这让我感受到了热情。”同样是
第一次来到成都的还有波兰蕾丝手工艺人戈
沙，她和妈妈埃娃除了参展以外，还计划在成都
走走逛逛，“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中国最好的城
市之一。”

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非遗
节是天府文化“走出去”的窗口，也为世界
文化“走进来”打开了一扇门。锦衣天承
创始人、蜀锦新青年传承人姜丽萍认为，
只有充分认识非遗的内涵与价值，才能更
好地将其应用到广泛的领域中去。姜丽
萍以一款瑞幸咖啡杯为例，杯子上的图案
正是蜀锦纹样，“我们将蜀锦面料、纹样应
用到手链、项链、包包等小物件上，让它们
更贴近生活，让更多人喜欢上蜀锦。”

非遗节上599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在
差异中遇见共鸣，在共创中遇见共情。

“国际手工艺展”上，来自34个国家的76
个项目展示了各国手工艺的多样性，从
指尖技艺到巨型共创装置，从传承到创
新表达，多元文明跨越山海相拥。就成
都而言，其底蕴深厚的文化根基及非遗
资源禀赋，无疑是增进交流互鉴，开展文
明对话的底气。

大型共创装置《路上的风景》格外吸
引市民注目。画布之上，艺术家们勾勒
出 7 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性形象，并用
多彩的宝石对人物服饰进行点缀。策展
人张晶明介绍，该装置由波兰艺术家团
队与成都理工大学师生共同打造，以丝
绸之路与琥珀之路为灵感，可以沉浸式
感受千年商路的文脉交融。

在户外展区，还有一件名为“交织万
象”的巨型编织装置在观众好奇的目光
下不断“生长”、成形。来自亚洲、非洲、大
洋洲与欧洲等11个国家的编艺匠人，以

柳条为笔、大地为布，共同绘
制了一幅跨越国界的文化画卷。“曲
线既象征着水流，也隐喻着桥梁，代表着
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波兰柳编协会主席
马切伊·帕夫拉克向记者道出作品的深
意，“每位创作者都在作品中融入了个人
文化符号，这恰是跨国协作的魅力所在。”

首次踏上中国土地的帕夫拉克，对
成都竹编技艺表现出浓厚兴趣。尽管语
言不通，但当各国匠人拿起枝条的刹那，
指尖的律动便超越了国界。“枝条的弯曲
角度、编织的密度节奏，这些技艺语言无
须翻译。”这种默契，恰如“交织万象”中
蜿蜒的柳纹——看似各成体系，终在交
汇处形成浑然天成的图景。

现场有许多孩子耐心排队，等待一朵
编织小花传递到他们手中，然后，他们会
用稚嫩的声音回应：“Thank you。”当童真
的笑容与异国的语言在编织间交汇，这场
对话早已超越了材料与技法本身。

在本届非遗节中，四川非遗宣传推
广大使、李子柒非遗工作站负责人李子
柒以视频分享形式亮相，用桥梁、盾牌、
搭子及种子4个词概括了自己关于非遗
保护与传承的心得。正如她所言，当前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非遗传承行列，
就像一颗颗种子。“他们把自己学到的非
遗，用新想法种进老手艺里，再传递到大
众面前，让非遗又有了新模样，让大众了
解并且记住了这门技艺，这是一件很有
意义也很了不起的事情。”

非遗节的成功举办，不仅在文化交流和
人民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在产业侧展
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从非遗节整体的数据来
看，参观人数、交易额等各项指标都创下了历
史新高。据统计，本届非遗节成都非遗博览
园主会场现场观众共计21.74万人次，现场销
售总额1604.51万元，非遗品牌IP授权签约36
个项目、签约总额3.5亿元，现场达成意向合
作项目或产品订单1809个。在“非遗+消费”
火热的同时，“非遗+文旅”也迸发出强有力的
融合效应。成都市各区（市）县还举办了23场

非遗主题系列活动，共计有 911 个项目、
1.28万人参展参演，现场观众共计177万

人次，现场销售总额2665.8万元，意向
合作项目或产品订单总额3793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西甲非遗品牌
IP 系列产品首次集体面向公众展
出；筹备5年、耗资3000万元的非遗
主题游戏《二十四节气》手游在非遗
节上首发；首日单笔最大签约金额达

1 亿元……“创意生活”国际非遗品牌
IP授权交易活动中，这个集中展示非遗

品牌IP 跨界焕新成果、汇聚全球创意的舞
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关注的目光。

一位非遗文创企业负责人表示：“非遗节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展示机会，让我们
能够将非遗与现代消费市场紧密结合。通过
非遗节的平台，我们的产品得到了更多消费
者的认可，也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非遗节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展会期
间，它还为非遗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让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实现
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丰收”。

当非遗节的帷幕缓缓落下，我们不禁感慨
万千。非遗盛宴让我们与世界各地的非遗亲
密接触，让我们深刻感受到非遗的独特魅力与
强大生命力。愿我们携手共进，助非遗之花在
成都这片沃土上葳蕤生长，绽放出时代芳华。

文/王嘉 王静宇 摄影/彭浩 张青青

交流互鉴 友谊之花
主宾国、主宾城市嘉宾点赞成都

共创共享 文化之花
技艺交流找到共鸣，共创遇见共情

非遗特色 文旅经济之花
“非遗+”撬动文旅产业牵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