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文创产品质量，促进旅游消费

许多公众反映，在我国不同景
区，旅游纪念品却几乎相同，很少
有特色可言；在各地博物馆，雷同
的书签、笔记本、雨伞也让消费者
望而却步；不少本来极具特色的织
绣，衍生品开发却局限于绣一两个
图案在衣服或手包上……优质的
文创产品是深化文旅融合、促进文
化消费的重要抓手，千篇一律的产
品引不起人们购买的欲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地虽然
涌现了许多文化遗产开发的优秀

案例， 但由于开发水平参差不齐、

设计同质化、售后服务缺位、侵犯知
识产权等问题，看似眼前创造了一
些销售额，长远来看却难以为继，总
体上制约了文化遗产创意产品开

发在推动文化产业升级和经济社

会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专家指出， 如果不重视对文

化遗产特色的深度研究和持续的

设计研发， 遗产本身的个性便难
以彰显， 文创产品的附加值更无
从谈起。 只有在对文化遗产充分
尊重、传承其本的基础上，分析市
场需求，进行合理、巧妙的设计，

才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
才能生发出持久的产业后劲，达
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旅游景区

发展与文创产品开发座谈会上，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以提高文创产品质量、 用好旅
游市场渠道为抓手， 通过优质文
创产品开发提升旅游内涵、 促进
旅游消费， 通过旅游市场畅通文
创产品销售渠道、 扩大文创产品
影响力，实现双促双赢。

（据《人民日报》）

挖掘文化资源，推动文创产品开发

说起文创，近年来最吸引眼
球的非故宫博物院莫属。 在今年
中国艺术节上，故宫博物院带来
了 102 种 972 件文创精品 ，涵盖
千里江山系列、 海错图系列、海
水江崖系列等 16 个系列。 上海
观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故宫文

化的魅力。
自 2013年起， 故宫文创和故

宫淘宝就不断开发各类文创产品，
让故宫文创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潮
品”。 据悉，仅 2015年，故宫文创产
品就达到了 8700多种， 营业额超
10亿元。

中国国家博物馆现有藏品

140 余万件，涵盖古代文物、近现
代文物、艺术品等门类，其文创产
品以此为核心资源， 涵盖创意家
居、 办公用品、 服装配饰等 12大
类。 2018年， 国家博物馆直接 IP
授权年收入突破千万元，撬动市场
规模超过 5亿元。

此外， 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
博物馆的文创以“康熙御笔之宝”
等品牌为特色，创作了系列精品；
湖北省博物馆开发与馆藏精品编

钟相关的文创产品， 去年新开发
文创产品 360 多种， 馆内文创商
品销售额突破 1200 万元； 此外，
湖北省博物馆去年还推出了 “云

裳羽衣”手游，将编钟音乐融入其
中，拓展了文化的传播渠道。

可以说，通过精巧创意，各文
博单位真正实现了让观众“把文物
带回家”，让文物和观众“零距离”。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政策

的助力。 2014 年，《国务院关于推
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布；
2016 年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 对推动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作出部署，
各地文化文物单位的文创产品开

发由此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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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闲暇的时候带着孩子到

外面去游玩度假，放松身心，增长见闻，享受美好的亲
子时光。 但是，有不少人并不知道，带孩子出游的时
候，我们应该如何做才是最好的。 所以，家长需要牢记
7个原则，轻松畅玩，收获更好的亲子出游体验。

根据孩子年龄确定出游范围

1岁以内的宝宝不适宜远游， 因为他还不会走
路，父母抱着他长途跋涉很不容易。 更重要的是，宝
宝还小，抵抗力很弱，万一在途中得病是件很麻烦
的事。

1 岁-3 岁的孩子应选比较近的游线，可以选择
在乘车 4 小时就能到达的景点。

3岁-6岁的孩子可以远游了，不过也不宜长时间
乘车。

6岁-12岁的孩子可以适应长距离的乘车旅行。
根据孩子的兴趣选择出游目的地

旅行不仅能开阔眼界， 还能锻炼孩子的情感心
胸，家长应因地制宜，在进行目的地选择时要结合孩
子兴趣， 找那些就让孩子高兴也能锻炼孩子性格的
地方。

对于内向不爱说话的孩子，家长可选择跟团出
行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出行，鼓励孩子在旅行过程中
接触新事物、交新朋友、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对于比较娇气的孩子， 家长可带孩子参与露
营、徒步、登山等活动，在活动过程中让孩子充分参
与各个环节，鼓励孩子完成徒步、登山等相对较艰
难的户外活动，锻炼孩子意志；

对于喜爱读书但比较宅的孩子，家长可带孩子
参观名人故里、名胜古迹，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
合，自然能让孩子眼界更上一层楼。

与孩子共同制定行程表

与孩子共同制定行程表， 详细安排每天的行程，
比如到达酒店时间、用餐时间、起床时间、到访景点
等。 这样做一方面让孩子对于行程有大致了解，让孩
子对行程充满期待， 另一方面也让孩子在行程中主
动配合。

选择适宜出游地的衣物

查询出行时期所在城市与目的地每一天的天

气变化，根据天气准备携带衣物；在孩子正常换洗
衣物的基础上多带 2 套至 3 套， 以防突发状况；夏
季出行可为孩子选择户外鞋服，多具备防风透气速
干的功能，十分方便；儿童徒步鞋或溯溪鞋的鞋底
采用橡胶，有防滑保护，能够保护孩子幼嫩的双脚；
为孩子准备单独的背包，装上其常用物品，旅行时
交由孩子背，让孩子有更多自主性。

带 6 岁以下宝宝出行时，可在行李箱中放入孩
子熟悉的玩具或者其他物品，以消除孩子对环境的
陌生感。

零食和药品不能忘

出门在外很有可能不能按时用餐，因此家长要
多备孩子喜欢吃的营养小食品，以备不时之需。

建议家长携带小药箱， 装入各种常用药品，比
如感冒药、腹泻药、抗过敏的外用及内服药、双氧
水、棉签、驱蚊剂、创可贴、清凉油、体温计、防晒油、
藿香正气、眼药水、牛黄解毒片等。
制作旅行日记，让孩子对旅行的印象更深刻
旅行过程中，家长可指导孩子记录旅行过程，加深

孩子对旅程的感悟，可以用照片、明信片或者日记的方
式记录。

时刻注意安全问题

假日期间游人众多，提醒家长要时刻关注孩
子的安全，避免走失、溺水、误食或其他意外情况
的发生。 （综 合）

设计精巧 彰显个性

非遗文创受年轻人追捧
近年来，我国各地深入

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
现代设计巧妙结合，一系列
文化创意产品不断涌现，成
为年轻人追捧的“潮品”。这
既拉近了文物和公众的距

离，让传承千百年的文化遗
产逐渐“活起来”“火起来”，
也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和

文化消费升级 ， 在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培养人气和市场

在我国， 文化底蕴深厚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群星闪耀， 然而一
段时间以来， 大多数非遗的传承
发展情况却并不理想。

2013年，湖南工业大学产品设
计系的团队一行 20人，辗转 10个
小时来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对当地非遗
传承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家家户户
的苗绣物品吸引了调研组，他们发
现，苗族人对本民族刺绣的喜爱深
入骨髓，但是苗绣费时费力还缺少
市场， 所以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
后继乏人，苗绣传承面临危机。

传承了千百年苗绣， 为何到
了现在就少了人气、没了市场？

此后的两年时间，该团队数次

往返于学校和十八洞村之间，并对
我国多地文创产品开发经验进行

了梳理和总结，湖南工业大学产品
设计系党支部书记杨勇波发现，
“只有将传统工艺产品与现代设计
巧妙结合，继承、创新和转化，才能
让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 ”

于是，他们搜集整理了许多珍
贵苗绣工艺， 以专业的设计理念，
对苗绣纹样进行了再创作，并在此
基础上初步建立起“苗绣文化遗产
数字化管理系统”，推出“绣色十八
洞”品牌，注册了苗绣拉杆箱、苗绣
雨伞等 5个国家专利。

此外，团队还对当地的绣娘进
行培训， 仅 2017年至 2018年，50
多位绣娘人均年收入增长了 5000

余元，这也吸引了一批拥有苗绣技
艺且在外打工的妇女回乡就业。

湘西苗绣遇到的问题也是多

数非遗遭遇的困境。 非遗如果不
能在不失其本的基础上开发出符

合现代审美的产品， 就难以打开
市场， 就会打消年轻传承人的积
极性……所以， 打开传承人的思
路和眼界，提升其产品设计、市场
运作的能力尤为重要。

针对这些问题，2016 年起，文
化部支持拥有较强设计能力的企

业、高校、机构，先后在湖南湘西、贵
州雷山等地设立了 10个传统工艺
工作站，涉及刺绣、木雕、漆艺、金属
锻制、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等多个门
类，共研发了千余种文化产品。

带孩子出游
家长需牢记 7个原则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