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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就业服务进夜市：
60家企业1366个岗位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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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梦茹

乡村博物馆如何拥抱“文创热”

浙江余杭溪口村玩竹博物馆文创成为当
地竹制品产业的展示窗口；四川隆昌隆窑遗
产博物馆文创带动村庄新增就业岗位数百
个；北京启动乡村好物文创大赛，鼓励以村
居、农具、民俗为素材设计文创产品……当
前，“文创热”的浪潮已从城市席卷至乡村，承
载着乡土记忆的老手艺、老物件纷纷“变身”
为博物馆文创，乡土文化与乡村文化产业焕
发新生机。

乡村博物馆文创产品并非简单地复制再
现，而是以馆藏内容为基础，将地域独有的生
活智慧、精神特质与情感记忆转化为可触摸、
可使用、可传播的载体。这些文创产品根植于
乡村的文化沃土，突破物理界限，使得乡土文
化在更丰富的场景中辐射浸润，也为乡村注入
了新的发展活力。文创消费不仅为乡村博物

馆带来经济效益，而且为乡土文化及乡村精神
的价值传播开辟了新途径。

近年来，乡村博物馆文创发展势头不错，
不过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部分开发主体对
乡土文化理解不深，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地
域特色；一些场馆的文创开发严重依赖政府
补贴或外部项目资金，“重输血轻造血”现象
较为普遍。此外，人才短缺、产业融合不畅，
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乡村博物馆文创发展。
如何让乡村博物馆文创既“出圈”又“出彩”，
成为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有力抓手，值得我
们关注和思考。

乡土文化是乡村博物馆的底气与灵魂，文
创产品则是彰显这份魅力的重要载体。因此，
文创设计开发首要的就是“唤醒”乡土文化基
因，从中汲取养分，让这些文化元素更好融入

现代生活，在传统技艺与现代需求的碰撞中，
创造新表达、发掘新价值，实现文化资源的再
生再造。比如，陕西关中地区的乡村博物馆将
剪纸、皮影等非遗元素融入文创产品，依托电
商平台销往全国乃至海外，让乡土文化及其承
载的精神价值借此突破地域的局限，被更多人
感知、认同与珍视。

不过，乡村博物馆衍生文创并不局限于简
单的纪念品开发。可以文创为切入点，将乡村
博物馆与乡村旅游线路串联，与农事体验、节
庆活动结合，形成“文化参观—文创消费—乡
村漫游”的产业链，为乡土文化资源的激活和
转化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做好乡村博物馆文创产业，关键在于树立
经营与开发意识，将文创开发作为连接文化与
市场的纽带。乡村博物馆的文创开发，本质上

是对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化的探索。这要求运
营者既懂文化创新表达与转化，又深谙市场
运作规律。在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前期，应重
视并做好产品开发、收益分配、成效评估等方
面的制度设计与规划；在销售环节，创新文化
传播与产品营销，注重线下线上相结合，将农
事体验、文创产品销售与文化传播有机融合，
提升文创产品的附加值。比如，浙江杭州余
杭区有村镇创新“文创开发+电商直播”融合
模式，极大释放了乡村博物馆的产业活力。
当地的传梭博物馆深耕非遗传承，研发的“加
油鸭”布艺玩偶、“无废龙”编织挂饰等手作产
品，不仅成为网红爆款，更带动村民增收。当
每一座乡村博物馆都能成为文化传承的阵
地、产业创新的平台，乡村文化生态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乡村文化振兴也将获得更加深

厚而持久的动能。
发展文创产业，离不开专业化人才矩阵

的支撑，需要文化研究者、产品经理、新媒体
运营等多领域人才协同发力。或可构建“引
进+培育”双轨并行的人才体系。一方面，可
通过场地减免、创业补贴等政策优惠吸引外
部专业力量，引导文创设计师、电商运营人才
返乡就业创业，同时建立“候鸟型”智库，邀请
更多专家以线上指导、短期驻点等柔性流动
方式，为产业发展注入前沿创意与市场经
验。另一方面，重视培育“土专家”，引导并帮
助更多年轻人传承好传统技艺，掌握现代设
计与营销等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只有
这些专业化人才更好适配现代设计、市场营
销、新媒体传播等需求，才能真正打通文创产
业的完整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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