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山吸纳各方力量，汇成非遗
保护、传承、推广的合力，并在生活
中弘扬非遗，在实践中振兴非遗，让
全民共享传统文化的硕果。

2015 年 8 月 30 日，象山经过社
会公开招募，成立了全市首个非遗
保护志愿者团队。这支队伍由乡镇
基层公务员、教师、媒体人、企业管
理人员等组成，目前已有 93 名志愿
者。

参与非遗项目寻访、非遗资料
搜集、非遗普及宣传⋯⋯几年来，这
批醉心非遗的志愿者用一颗真心、
满腔热情四处奔走，留下了大量的
影像资料和调研报告，保护着传统
文化的“活宝库”，成为推动象山非
遗传承的坚实力量。

徐嫦月曾是一名家庭妇女，加
入非遗保护志愿者团队后，她开启
了一段民间刺绣探寻之旅。随着对
刺绣的深入了解，徐嫦月不但与一
群刺绣爱好者组建了象山七巧手绣
社，还成为象山县民间刺绣传承人，
在一针一线中传授着技艺、传递着
心意。同时，她带领团队进机关、校
园、老年公寓等，让这门逐渐消失的
手艺重新出现在大家视线中。

志愿者郑琪是一名媒体人。她
带领非遗调研小组，两个月内 6 次
来到丹东街道樟树下村，对蓑衣手
艺人徐夫青开展乡土记忆之蓑衣调

研。队员们拍摄了蓑衣从棕榈叶取材
到成衣的整个流程，用镜头记录下洗
棕、甩棕、绞绳、搓绳、编领、串后背等
一道道工序，了解了蓑衣蕴含的“温
度”“厚度”。去年 12 月，90 岁的徐夫青
离世。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王玮瑛以徐
夫青及其家人为蓝本，编写了情景剧
本《蓑衣情》，并展现在舞台上。

成立至今，象山非遗保护志愿者
团队累计组织、参与各类活动 260 余
场次，服务 10 万余人次；组建非遗宣
讲队，开展非遗知识“四进”宣讲，受
益群众 5 万余人次；参与调研、挖掘和
抢救性记录非遗项目 11 个，撰写非遗
调研报告 2 万余字；培养县级代表性
传承人 2 名。去年，该团队荣获 2019

“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提名奖。
同时，象山重视“小手拉大手”，

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标准化建设，聘
请非遗项目传承人开展校园授课和
传习活动，让青少年更直观、生动地
感受非遗魅力，增进文化认同，增强
文化自信，有效推进象山非遗的传承
和发展。

目前，该县已认定滨海幼儿园等
26 所学校为“县非遗传承教学基地”，
其中象山文峰学校为“国家级非遗项
目唱新闻青少年传习基地”，涉及非
遗项目 30 余个，年培训学生逾 5 万人
次，带动近 10 万名市民参与非遗保护
传承。

全民参与
在共建共享中保护传承

记者 何峰 通讯员 赵美鋆

“凡是能解开的结，就不要
用刀割断。”10 月 16 日，笔者见
到潘明杰时，他正在“老潘联调
工作室”向几个“徒弟”传授调
解技巧。今年 70 岁的潘明杰曾
是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为人热
心，又善于做思想工作，退休后
被聘为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公安分
局东柳派出所的专职调解员。

笔者看到，600 多平方米的
“老潘联调工作室”里，“定分止
争，和谐快乐”的标语随处可
见，工作室不仅设置了多种规格
的调解室，还建有案件分流室、
视频联络室、顾问议事室等特色
功能区。“老潘是全国模范调解
员，群众相信他，调解成功率达
100%，经他调解的矛盾纠纷无
一反复，做到零投诉、零反弹。
他是我们街道调解工作的硬核力
量之一。”鄞州区东柳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朱永波告诉笔者。

近年来，东柳街道通过做实
源 头 “ 防 护 网 ”， 强 化 一 线 化

解；做优中心“协同网”，强化分
类化解；做强警民“联调网”，强
化兜底化解，构建漏斗型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大格局，实现“小事不出
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
交”，创造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处
置的东柳解法。

一点小病，拖着拖着可能会成
为危及生命的大病；一点小矛盾，
累积累积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的大问题。依靠群众的力量化解群
众的矛盾纠纷，网格员织起第一张

“防护网”，将“火星”扑灭在源
头。近年来，东柳街道细化完善网
格员工作职责，通过日常政策法律
宣传、社情民意收集、矛盾纠纷化
解、安全隐患防范等，最大限度把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矛盾、小纠纷
发现解决在萌芽状态。

翻开东柳街道网格员的工作清
单，笔者发现分为综治工作、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 4 大项内
容，囊括了可能引发基层矛盾的近
百项内容。据悉，今年以来，东柳街
道辖区事件处置率为100%，其中，网
格员自行解决的处置比例为60.6%。

今年，东柳街道成立了街道矛
调中心，创新建立综合领域、专业
领域和社会组织三大平台，分类解
决社区上报的矛盾问题。“第二张
防护网，除了政府部门，还有‘陈
武昌调解工作室’‘老张普法工作
室’‘芳燕红线’等辖区品牌调解
力量，同时吸收 13 名物居业、商
事、医患、邻避纠纷等领域的专业
人才纳入调解库，分类参与辖区专
业性较强的疑难复杂问题调解，形
成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的 强 大 合 力 。”
朱永波介绍。

经过层层破解，那些标的数额
较大、涉及人数较多、跨地区跨部
门等疑难复杂案件，移交老潘团队
介入调解，确保辖区所有矛盾问题
能实现“兜底化解”。

今年，东柳街道不断深化以老
潘警调联调中心为引领、“小潘”
联调工作室、企事业单位分中心为
支撑的分级调处机制建设，以“老
潘”品牌带动引领“小潘”调解员
队伍整体发展，实现一般纠纷社区
就地调解、疑难纠纷“智库”调
解、重大纠纷联合调解。

王贤良就是众多“小潘”中的
一员。去年，园丁社区一居民到调
解室找王贤良哭诉：楼上是群居
房，最近换了一拨人，经常整夜不
睡觉，搞得一家人没法正常生活，
整个人要崩溃了，跟租客和中介交
涉后没有效果。

小王步步为营，先做中介公司
经理的思想工作，让他调整租客。
同时，小王联系到房东，分析利
弊，建议房东把房子收回后直接出
租给一户人家居住。今年 6 月份，
房东把这房子收回出售，新的房东
已装修入住。

“有老潘这个师傅，有社区领
导，有派出所民警、业委会主任、
物业工作人员以及律师等，碰到问
题大家都是坐在一起商量如何解
决。”王贤良说，光在园丁社区，
像他这样的“小潘”就有 8 位。

10 月 14 日下午，东柳街道成
立了我省首个街道社会治理研究
院。“研究院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由律师、心理咨询师、人民调
解员等社会治理领域专业人士组
成，主要研究基层矛盾纠纷的共

性，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标准化流
程。”研究院理事长赵庆远说，通
过凝聚发起单位和 13 个理事单位
或个人力量，创建“共识、共建、
共治、共享”机制，协力为街道辖
区提供邻避纠纷、重大公共危机事
件、重大信访案件、社会稳定评价

等研究处置依据。
“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漏斗

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大格局的形
成。”东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种格局，将通过“三网”联动，
一体推进重大风险预防、矛盾纠纷
化解、基层治理提质。

“防护网”“协同网”“联调网”三网联动

东柳街道打造漏斗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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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20全国非遗曲艺周的重要活动，10月11日，宁波
曲艺专场展演在海曙城隍庙戏台举行。国家级非遗项目“唱新
闻”代表性传承人叶胜建精彩演绎了《徐福到象山》，赢得在场
观众的热烈掌声。

“我今年61岁，可以说这一生都奉献给了‘唱新闻’。群众
的喜爱鼓舞着我发扬它的决心，期待有更多人能接过我手中的

‘接力棒’。”叶胜建说。
从7000年前的塔山文化开始，象山的海洋渔文化如同东海

涛声，在半岛人耳边绵延不绝，代代传承。在象山县四级非遗
名录中，有6个国家级、15个省级、46个市级、161个县级非
遗项目。去年12月，海洋渔文化 （象山） 生态保护区入选首批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近年来，象山加强保护传承，让备受现代文明冲击而逐渐
尘封的非遗文化根脉得以存续、发展，守住祖辈记忆中的乡
愁，同时全力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在新时代迸
发勃勃生机。

9 月，位于石浦的中国海洋渔
文化馆试运营。该项目利用“石浦
第一冷冻厂”旧厂区改建，总投资
2.1 亿元，集渔文化展示、非遗传
承、创意孵化、文创体验和研学培
训为一体。每层展馆内都有海量
的 海 洋 渔 文 化 及 非 遗 实 物 遗 存 ，
并运用 AR 技术、裸眼 3D 技术等
高科技元素，再现传统渔家生活
生产场景。同时，该馆将建设文
创非遗孵化等项目，预计明年建
成投运。

象山积极为非遗搭建文化传承
平台，通过集聚效应，进一步提高
非遗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可度，从而
引领市民生活的新风尚。

6 月 12 日，象山县非物质文化
遗 产 馆 正 式 开 馆 。 县 非 遗 馆 分

“海、山、民、传”四个区域，通

过图文、视频、实物及模型等形式，
对 161 个县级非遗项目进行全方位展
示，展现象山人民独特、美好的生活
方式。

象山剪纸省级传承人谢才华、宁
波农民画市级传承人顾圣亚等 6 个非
遗传承人和 1 个非遗团队常年驻馆，
将静态展陈和活态传承有机融合，打
造有生气的活态式展馆，充分体现

“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
7 月 15 日，顾圣亚在县非遗馆

内教小朋友们画农民画：“农民画手
法夸张，色彩热烈鲜艳，和儿童画有
一定的相似之处，学习农民画可以增
强孩子们的观察力和创造力。”顾圣
亚说，最重要的是引导孩子喜欢农民
画，大家才更愿意去了解和传承。

据悉，象山已建成非遗馆、根艺
美术馆、剪纸馆、非遗百工坊等非遗

展 示 场 馆 ， 年 参 观 人 数 逾 35 万 人
次；建成乡镇综合性传习中心 7 个、
传承人工作室 55 个，非遗传承展示
平台覆盖所有乡镇。

以节庆活动为媒，更让象山非遗
走出半岛、走向全国。经过连续 23
届的举办和发展，中国 （宁波象山）
开渔节已成为“国字号”节庆品牌。
随着开渔节的声名远播，渔民号子、
石浦鱼灯、鱼拓等众多非遗项目被广
为传播，海洋渔文化得以继承和弘
扬。

象山还举办 2016 中日韩徐福文
化研讨会、全国非遗影像展、全国鱼
拓书法邀请展，组织非遗项目参加中
国非遗博览会、东亚非遗博览会等活
动，并在国家图书馆举办海洋渔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果展，充分展
示象山非遗传承千年的风采。

搭建平台 静态展陈、活态传承相融合

象山拥有“万象山海、千年渔
乡、百里岸线、十分海鲜和一曲渔
光”的特色旅游资源。将非遗与全
域旅游深度融合，达到双赢效果，
成为该县全新的探索。

5 月 19 日，象山县文广旅游体
育局组织民宿和非遗传承人开展

“联姻”，让非遗“白富美”邂逅民
宿“高富帅”。“‘非遗+民宿’，
既为非遗这个有趣的灵魂寻找一个
落脚点，又为民宿这个质朴的民宅
插上飞翔的翅膀。”县文广旅游体
育局副局长郑华华说。

朝山暮海民宿“联姻”象山鱼
拓，沙塘静湾客栈“牵手”麦秸画，
俞 家 小 院 民 宿 与 白 药 制 曲 工 艺

“一见钟情”⋯⋯最终，有 13 家民
宿成为象山首批非遗民宿创建试
点。

叶红是沙塘静湾客栈的老板
娘。此前，她一直希望引进更多传
统文化元素，让民宿更有生命力、

更有味道。“我曾请石浦文化馆的老
师，来民宿教游客做香袋、鱼糍面
等，反响很好。”

这次，县里主动为民宿主对接非
遗传承人，可把叶红乐坏了。她选择
了宁波市级非遗项目麦秸画。据悉，
该项目传承人徐敏杰做麦秸画 20 多
年，创作了五六千幅麦秸画，并多次
在全国、省、市展览中获奖。

如今，沙塘静湾客栈里随处可见
徐敏杰的麦秸画，民宿变得别具韵
味。有团队游客来的时候，徐敏杰
也 会 抽 时 间 来 指 导 游 客 做 麦 秸 画 。
每次游客亲手制作好后，叶红会为
他们的作品配一个相框，“很多游客
将麦秸画摆放在家中，纪念这段美
好的旅程。”

据了解，非遗民宿一年要开展
非遗活动 12 次以上。为支持非遗民
宿的发展，县文广旅游体育局还将政
府购买服务的“非遗半岛行”课堂直
接送到民宿。

对此，专家认为非遗赋予了民宿
特色和灵魂，将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
亮点，游客可在民宿里听非遗故事、
玩非遗手作、尝非遗美食、购非遗美
物；非遗传承人则借助民宿，拥有相
对固定且有一定流量的展示平台，实
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融合不仅于此。象山今年还绘制
了一张“43 个非遗点位+旅游景区”
的非遗手绘地图，地图上有 1 个非遗
景区、2 个综合性非遗展示馆、3 个
民间非遗馆、7 个乡镇非遗传习中
心、13 家非遗民宿和 17 个非遗体验
基地。“通过这张地图，游客能就近
体验象山非遗，同时也更好地宣传了
象山非遗。”郑华华说。

此外，象山多地通过非遗产品做
大旅游“蛋糕”。如茅洋乡以农民画
为元素设计开发文创产品，成为游客
喜爱的伴手礼；花岙海盐制品等 4 个
非遗项目的产品，入选省优秀非遗旅
游商品。

产业融合 “非遗+旅游”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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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张颖 象山县委报道组 陈光曙

象山县非遗馆。 （丁红玉 摄）

游客在非遗民宿体验麦秸画。 （蒋曼儒 沈孙晖 摄）

潘明杰在调解。 （赵美鋆 何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