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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吕梁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

本文件由吕梁市文化和旅游（文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吕梁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库特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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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发展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堆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简称堆绫非遗项目）产业化发展的目标、基本原则、发展

路径和发展支撑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堆绫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发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文化和旅游部令第 3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堆绫

以丝绸等纤维材料为主，结合绘画、刺绣等工艺，按设计图案，纯手工制成具有软体浮雕效果的工

艺品，为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2

产业化

具有同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集合成一定的规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由个体的零星生产转向以分工

协作为基础，研发、生产、销售各环节紧密联系，成体系、大规模、高效益的产业集群转化的过程，是

产业从量的集合到质的激变。

注：本文件中的堆绫非遗项目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能够形成体系，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但基于其为纯手

工技艺的特点和市场对产品个性化、精致化的需求，在生产环节难以实现工业化，所以在规模和经济效益方面

优势不显著，而社会效益更为突出。

4 发展目标

4.1 科学保护资源

通过对堆绫非遗项目产业化发展进行合理规划，明确开发程度和范围，促进非遗资源的保护与发展

协同进行。

4.2 挖掘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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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堆绫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汲取符合经济和时代发展的新设计元素，提升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功能美学、工艺美学以及传统民俗等方面的文化价值。

4.3 引领品牌创新

坚持创新引领、品牌驱动，培育一批文化、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品牌产品和品牌企业，增强堆绫非

遗项目产品的文化承载力、展现力和传播力，带动产业发展。

4.4 带动经济发展

通过对堆绫非遗项目产业化发展进行引导，科学引入各类社会资源，从而带动地方农业、制造业的

发展以及人口就业率提升，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4.5 扩大社会效益

通过堆绫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发展，提升地方传统民俗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在助力经济发展的同时，

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5 基本原则

5.1 以人为本

加强对堆绫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支持，鼓励精益求精、技能传承和技艺创新，促进传承与发展。

5.2 保持本真

保持手工工艺、艺术形态及其内在精神底蕴、文化特质的传承、保护与表达。在产业化进程中，要

严格遵守传统工艺、流程与形式，保持本真价值。

5.3 适度开发

立足于扩大堆绫非遗的影响力，更好地集聚社会资源，在开展非遗产业化的探索的同时，适度把握

产业化发展的规模与程度，坚守不对非遗本身的物质载体及工艺带来损害的底线。

5.4 可持续发展

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市

场为导向，科学统筹堆绫非遗项目产业布局，并与文旅、教育、环境、农业农村等产业有效融合，实现

长久发展。

6 发展路径

6.1 文化保护

6.1.1 法律保护

1.1.1.1 引导传承人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切身利益。

1.1.1.2 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式，畅通国家机关保护和其他社会主体共同保护的渠道。

6.1.2 市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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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 鼓励堆绫非遗项目传承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打击和禁止各种不合理的市场行为，维护自身

权益，保证市场的健康运转和市场功能的顺利发挥。

6.1.2.2 明确堆绫非遗项目商业开发程度，禁止过度开发、粗制滥造、以次充好。

6.1.3 数字化保护

6.1.3.1 利用高精度的相机、扫描仪等设备对具有历史价值、文化意义、特殊技艺的堆绫文化遗产进

行图像信息采集，并通过数字化编辑，进行存储，实现对文化遗产更加长久与安全的保存。

6.1.3.2 利用数字摄影、多维模型、虚拟现实等技术对堆绫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还原及创立虚拟情境。

对于颁危遗产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虚拟复原，并进行作品及工艺流程等的多维度展示，从而进行保护与

传播。

6.1.3.3 对堆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资料进行加工与整理，建立数据库，为学者提供专业知识和数

据支持，为产品市场化提供理论体系支持。

6.2 文化传承

6.2.1 提升美学价值

6.2.1.1 基于吕梁地区堆绫非遗项目的文化背景、材料、图形、造型运用等地方特色，以满足物质或

文化的需要为目的进行设计，提升功能美学价值。

6.2.1.2 以提升堆绫实用性和耐用性为目的，结合时代理念，提升工艺美学价值，追求产品独特与品

质良好。

6.2.2 丰富文化内涵

6.2.2.1 对现有堆绫非遗项目的产生背景、历史故事、文化价值、时代意义等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挖

掘。

6.2.2.2 在尊重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和原有特色及精髓的前提下，结合时代元素，对已开发出并广泛传

播的文化内涵进行创新重组、整合输出，提取更为切入人心的文化价值。

6.2.2.3 对传承人在创作过程中的思想理念和作品所要表达出的寓意进行深度开发，提升作品价值。

6.2.3 传承工匠技艺

6.2.3.1 参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要求，制定地方堆绫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制度，加大对现有传承人的认定、管理和相关资料的保存保管等工作力度。

6.2.3.2 对现有已认定的传承人加大支持力度，提供场地、经费、学习培训以及开展相关传承活动方

面的配套支持。

6.2.3.3 鼓励传承人通过个人传授、开办学校、开设工作室、设置网络直播课程或者与地方院校、相

关教育和培训机构合作等形式，进行技艺传授，培育传承人才。

6.2.3.4 通过非遗进校园、建立青少年非遗研学旅游教学基地等方式，积聚非遗文化人才力量，挖掘

非遗人才，传承非遗技艺。

6.2.3.5 建立堆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等，通过代表性传承人的教、帮、带、传等活动，对堆绫

非遗项目进行保护、传承、传播和发展。

6.2.3.6 健全具备堆绫制作技艺人员的管理和扶持力度，鼓励社会人员积极参与堆绫制作技艺的学习，

提供就业机会，扩大人员就业。

6.3 产业发展

6.3.1 原材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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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明确堆绫产品原材料要求，做好堆绫产品所需原材料的质量控制，对供货渠道进行规范化管

理，从源头保证产品质量。

6.3.1.2 在保证工艺流程和成品水准的基础上，宜积极开发、应用绿色、环保的布料、填充物、绣线、

颜料等制作原材料。

6.3.2 产品生产

6.3.2.1 各类堆绫产品的生产应当保持堆绫制作“画、剪、刻、剔、挑、编、割、刮、缝、贴”的传

统工艺流程，并结合现代技术进行完善发展。

6.3.2.2 结合消费者对于时尚、实用的产品需求，融合时代元素，扩大堆绫生产工艺在消费者各类生

活、装饰用品中的应用范围，开发新项目和新产品。

6.3.2.3 结合消费者购买能力的不同以及堆绫产品销售地域不同，设计不同风格、不同品类的产品，

做好自身传统文化与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

6.3.2.4 整合原有小作坊资源，建立文化创业园、产业园、生产基地等，引用现代化运作和管理模式，

建立科学、高效、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

6.3.2.5 在堆绫礼品、伴手礼等宜批量化、规模化产品生产过程中运用现代机械生产设备，实现流程

化、系统化、规范化生产。

6.3.2.6 运用新技术进行虚拟化生产，将无法复制的堆绫作品进行虚拟化生产。

6.3.2.7 实时了解国际贸易相关信息，开发国际化产品。

6.3.3 营销推广

6.3.3.1 结合销售对象与销售地域的不同，建立适宜的营销模式，扩大产品影响，提升产品知名度，

促进国内、国际交流。

6.3.3.2 利用广告牌、宣传版面、特色包装等传统宣传方式和电子商务平台、旅游资源平台、广告宣

传平台、短视频平台以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新媒体手段，拓宽堆绫非遗项目的作品、产品销售渠道，

宣传专业技艺和文化价值。

6.3.3.3 利用数字化保护成果，建立堆绫非遗项目数字信息平台、数字博物馆、数字展览馆等，将作

品及衍生产品进行信息化、数字化展现，实现跨时间、跨地域的传播展示。

6.3.3.4 应利用国内外各类文化、产品展览会、博览会，推介堆绫非遗项目和相关产品，宣传中国民

俗文化，打开国内、国际市场。

6.3.4 品牌培育

1.1.1.3 结合堆绫作品及商品文化特色和传承理念，建立集市场、创意、产品、人群、心理、价值、

情绪、氛围等为一体的文化特色品牌。

1.1.1.4 结合市场需求，联合不同风格、文化价值的堆绫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以团体、联合会等方

式，整合人才、物资资源，建立区域公共品牌，提升吕梁地区堆绫非遗产品整体竞争力。

1.1.1.5 建立主要以销售和提供堆绫相关产品或服务为主，为顾客提供专业、特色消费体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形象门店，提升消费者体验感。

6.3.5 产业延伸

6.3.5.1 宜适当引入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堆绫产品在产业链上的追踪溯源，对销售信息进行及时了

解和掌握，并根据销售情况分析市场需求及消费者喜好。

6.3.5.2 应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定制化、个性化服务，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供需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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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3 将专业化的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提供组织、产品评估机构、营销企业、法律会计机构、知识产

权主管部门、人力资源中介、小额贷款公司等引入非遗产业化实施进程，带动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6.3.6 产业融合

6.3.6.1 结合“国际遗产日”、“文化节”、“宣传日”等，通过开放展馆、现场展示、亲身体验等

方式，将堆绫非遗项目在文化旅游输出的过程中以商品、节目、体验、游戏等方式展示，为民俗文化旅

游品牌的打造添加趣味性和灵活性。

6.3.6.2 与音乐、舞蹈、手工技艺等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合，发展纪念品、收藏品等产品，促

进相互推广。

6.3.6.3 与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相融合，开发特色周边产品，提升文化厚重度。

6.3.6.4 与美丽乡村建设、扶贫、再就业等工作相结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6.3.6.5 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应用绿色、环保、节能技术，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7 发展支撑

7.1 应在国家、省市政府部门的指导下，在相关行业部门的支持下，依法依规开展堆绫非遗项目的产

业化工作。

7.2 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鼓励传承人创新创业，将新理念、新思想引入产业化发展。

7.3 鼓励社会资金通过参股、入股或设立基金等模式助力堆绫非遗项目产业化发展，对于参与组织予

以政策支持。

7.4 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推广平台，引入文化理念一致、熟悉传统文化产业运作的运营机构，有

效对接市场信息，扩大产品市场。

7.5 对于运行良好、成效明显的产业化发展项目予以奖励支持。

7.6 鼓励各相关部门制定堆绫相关产品、技艺等内容的标准，以标准引领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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