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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电子商务在我国快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其所产生的产品同样具有极高的价值和吸引力。近年来，通过电商平台，非遗产品的销量大幅

提升。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通过网店、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将非遗技艺及产品呈现给消费者，从而

实现技艺传承和收入增长的双赢。贵州省贞丰县依托其丰富的非遗资源，通过电商平台等新兴渠道将其

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这不仅让更多人了解到当地的特色文化，同时也是用实际行动书写乡村振兴。本

文将以贵州省贞丰县的非遗产品为研究对象，用民族学视角分析其电商发展的必要性及现状，进而探讨

其发展困境并提出对策，以期对其他区域非遗电商的发展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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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e-commerce is rapidly 
growing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so produces products with extremely high value and attractiveness. In recent 
years, the sal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duct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roug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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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platforms. More and more inheri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nt their skills 
and products to consumers through online stores, short videos, live broadcasts, and other forms, 
thereby achieving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skill inheritance and income growth. Relying on its 
ric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Zhenfeng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sells its products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through emerging channels such as e-commerce platforms. This not 
only allows mor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write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practical actions. This article will tak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ducts 
in Zhenfeng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current sit-
uation of its e-commerc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y, and explore its develop-
ment difficulties and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inspire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commerce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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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我国文化汪洋中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生动见证，更是民族

历史记忆的集中体现。近年来，随着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大力提倡，非遗产品更广泛地进入大众

视野中，非遗产品中所具有的独特审美和文化价值使其成为更多年轻人的消费选择。非遗产品是基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而生产或制作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融入了非遗文化的精髓和特色，其通过传统工艺和技

术制作而成，具有独特性、文化性和传承性等特点，它们不仅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更是非遗文化的重要

表现形式和传播媒介。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借助新媒体提供的广阔平台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

促使非遗文化以更加直观和生动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电子商务，是指在互联网上以电子交易进行的活动及相关服务活动，是传统商业活动各环节的电子

化、网络化，其利用互联网处理日常业务和交易，即处理与供应商、顾客、银行、分销商和其他贸易伙伴

的日常联系，涉及从“供”到“需”的整个社会生产及流通的各个环节。其不仅是硬件与软件的结合，也

是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各个节点企业间的结合与互动。党中央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并

鼓励非遗与现代商业模式结合，其中就包括了非遗电商的发展，为此出台了许多政策文件。例如，在由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1 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要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宽非遗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渠道，鼓励非遗相关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支

持其产品和服务出口。这些政策为非遗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支持，也为非遗与现代技术的融

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贞丰县大力支持非遗电商的发展。通过线上平台，将传统手工艺、民俗艺术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行展示和销售，使得这些文化瑰宝得以被更多人了解和认识，从而促进了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同时，非遗电商打破了传统销售模式的限制，将非遗产品推向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为非遗产业开辟了

新的市场空间，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贞丰县非遗电商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但也存在诸多困境，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其发展现状，进而探讨其发展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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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贵州省贞丰县非遗产品概况 

2.1. 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介绍 

1. 贞丰县概况 
贞丰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低山丘陵过渡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气候

温和，降水充足，自然资源丰富。究其人口状况，直至 2019 年年底，全县总人口数约为 43 万人。究其

民族分布，贞丰县所辖的五个街道、九个镇和三个乡内共居住着 25 个民族，包括汉、布依、苗、侗、土

家、回、仡佬、瑶等民族，其中汉族、布依族和苗族所占人口数较多。究其经济发展，贞丰县包含第一、

二、三产业，其中第一、二产业占比较多，总产值较高，第三产业处于持续发展状态。究其历史文化，贞

丰县历史悠久，民俗文化丰富，其中包括六月六布依风情节、二月二苗族走亲节等民俗节日以及多彩的

民族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究其旅游资源，如宣传标语“神奇山水，浪漫贞丰”所示，贞丰县内不仅拥

有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三岔河、天下奇峰——双乳峰、北盘江大峡谷等自然景观，还有许多非物

质文化遗产所赋予的民族节日等软性旅游资源。神奇山水，浪漫贞丰简练精准地描绘了这个小县城[1]。 
2. 贞丰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贞丰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与保护工作十分重视，拥有较为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根据《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的通知》，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分为十大类，包括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

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2]。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此种分类的

多项，拥有布依族摩经、布依族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类非遗；布依族小打音乐、布依八音坐唱等传统音

乐类非遗；苗族手毽、布依族棍术等传统体育/游艺、杂技类非遗；其他类别多数涉及，此不一一举例。

对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体现了贞丰县在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果。根据保护层

级分类，贞丰县有铜鼓十二调、皮纸制作技艺、布依族勒尤、布依族“三月三”、布依族服饰等 5 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二月二”、布依族“六月六”、布依族蓝靛染工艺等 29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布依“浪哨”、布依族银饰制作技艺、布依族婚嫁歌等 62 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多项县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未被列入各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存在其中。这些项目虽然

未进入更高级别的名录，但同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族记忆，对于构建地方文化认同具有重

要意义。 

2.2. 贞丰县非遗产品介绍 

贞丰县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遗项目体现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非遗产品则是这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具体体现或衍生品，其可能是直接传承自古老技艺的手工艺品或饮

食，如刺绣、陶瓷、剪纸、非遗美食等；也可能是基于传统文化元素设计的现代商品，例如融合了传

统图案的现代服饰、家居用品、各类文创产品等。这些产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记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非遗产品既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具

体展现，也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通过非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可以促进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贞丰县因其丰富的非遗文化衍生出

大量具有特色的非遗产品，种类繁多，在此不一一举例，以下挑选贞丰县具有代表性的非遗产品作介

绍[3]。 
1. 皮纸制作技艺 
皮纸制作技艺是贞丰县的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贞丰县小屯镇龙井村至今仍较为完好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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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着蔡伦式的造纸作坊和工序。其产品以优质树皮为原料，经过剥、泡、揉、打等 72 道工序精心制作而

成，每一步都为纯手工操作。这种皮纸质地坚韧、吸水性强、透气性好，被广泛用于书写、绘画、包装等

领域。贞丰县的皮纸制作技艺传承悠久，产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产品除了满足国内需求

外，还远销法国、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 
2. 布依族勒尤 
布依族勒尤是一种传统的民间乐器，也是贞丰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勒尤以其独特的音色和

演奏技巧而闻名，是布依族人民表达情感、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勒尤逐渐从民间走向市场，

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非遗产品，许多游客和收藏家都对其情有独钟。 
3. 布依族服饰 
布依族服饰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设计精巧、色彩鲜艳、图案丰富，充分展现了布依族

人民的审美追求和文化传统。布依族服饰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穿着，还常被用于节日庆典、婚礼等重要场

合。随着电商的发展，布依族服饰也逐渐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成为了贞丰县的一张文化名片。 
4. 布依族刺绣 
布依族刺绣是贞丰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以其精美的图案、细腻的针法和独特的风格而著称。

布依族妇女们通过刺绣将自然景物、神话传说等元素融入作品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刺绣艺术。这些刺

绣作品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常被用作装饰品或礼品赠送亲友。 
5. 蓝靛染工艺 
布依族蓝靛染工艺是贞丰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产品以蓝靛草为原料，通过复杂的工艺流

程制成各种颜色的布料。这些布料色彩鲜艳、耐久性强，被广泛应用于布依族服饰、家居用品等领域。

蓝靛染工艺不仅体现了布依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还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6. 其他非遗产品 
除了上述几项具有代表性的非遗产品外，贞丰县还有许多其他非遗产品值得一提，如布依族银饰制

作技艺、布依族蜡染技艺、布依族土布制作技艺等。贞丰县作为“中国糯食之乡”，其饮食类非遗产品尤

为丰富，主要体现了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饮食文化和传统技艺。例如布依灰粽，布依灰粽是贞丰县

的一项省级非遗“布依族糯食制作技艺”的特色美食。这种粽子不同于常见的粽子，其糯米呈现灰色，

这是因为在制作过程中添加了糯谷草燃烧的草木灰。这种独特的制作工艺使得布依灰粽具有清香、油而

不腻的口感，深受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喜爱。这些非遗产品各具特色，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还为

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贞丰县的非遗产品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充分展现了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魅力和创造力，丰富

了当地的文化生活。随着电商的兴起和旅游业的发展，这些非遗产品正逐渐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为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3. 贵州省贞丰县非遗电商发展的必要性及现状 

3.1. 贞丰县非遗电商发展的必要性 

1. 非遗传承的现实需要 
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重要载体，代表着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更是民族身份

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象征。然而，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根本性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

思维模式乃至社会习俗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非遗文化面临着传承困境，年轻一代对

其了解和兴趣逐渐减少。因此，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利用电商平台加强非遗文化的传播，成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的现实需要。通过电商平台，可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认识和喜爱非遗文化，从而激发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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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实现非遗文化的有效传承。这种传播方式打破了地域限制，使非遗文化得以在

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和弘扬[4]。 
2. 践行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 
文化自信是文化创造主体对于文化发展的历史积累、现实状况、未来前景的信心和信念。对于一个

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自信是凝聚和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电商时代下，

非遗与电商的有效结合使非遗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新的文化活力，为文化自信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 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非遗电商通过互联网平台，打破了传统非遗产品销售的地域和销售途径的限制，使得原本可能因地

理位置偏远或市场认知度低而难以销售的非遗产品能够触达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这种销售模式的转变，

不仅为非遗产品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促进了非遗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非遗电商不仅增加了传统

手工艺人的经济收益，还推动了相关产业链，包括原材料供应、加工制造、物流配送等方面的发展，从

而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增长。 

3.2. 贞丰县非遗电商的发展现状 

我国对于电子商务的关注可追溯到 2005 年中央一号文件，近几年也不断更新优化政策，2022 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提出“数商兴农”的概念，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实现了数字化、网

络化、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初级规模，并且不断向绿色化、数智化、现代化、网链化、创新化、标准化发

展。《2021 非遗电商发展报告》是国内第一份聚焦“非遗 + 电商”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非遗的传承正

逐渐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打破了非遗传承难的困境，使“非遗 + 电商”模式成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5]。近年来，贞丰县积极响应国家“互联网+”战略，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特别是

借助电商平台推广和销售非遗产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商平台的兴起，贞丰县的非遗产品逐渐走出

大山，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除了依托淘宝、抖音、京东、拼多多等主流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的同时，贞

丰县还积极搭建自己的电商平台或利用地方特色电商平台进行推广和销售[6]。根据贞丰县近年来电商发

展的整体趋势来看，非遗产品的电商销售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节庆日或促销活

动期间，非遗产品的电商销售额会有显著增长，非遗电商有力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以下对贞丰县非

遗电商的发展现状作简要概述。 
近年来，贞丰县建立了多个电商直播基地，用于非遗产品以及其他绿色农产品的销售。例如贞丰县

小屯镇 80 后创业者杨帆，大学毕业后怀着对家乡非遗文化的热爱，积极投身于非遗文创产品的推广，创

立了“贞好看”青年电商直播基地，并开设了店铺[7]。该基地不仅销售传统的皮纸等非遗产品，还涵盖

了陶艺、扎染、蜡染、刺绣等琳琅满目的非遗文创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和直播形式，这些产品得以更广

泛地传播和销售，为非遗传承人、直播爱好者等提供了展示和销售非遗产品的平台。这些基地通过免费

提供场地、设备等方式，吸引了众多非遗传承人和网络主播入驻。 
此外，在贞丰古城“电商一条街”，许多非遗传承人建立了自己的直播基地。通过直播等形式，观众

可以直观地了解贞丰县的非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作为线

上线下销售的新风口，直播带货凭借其内在逻辑和自身优势逐渐成为电商行业中新的增长爆发点，同时

也为新媒体传播秩序增添了新的色彩。通过直播让网友直观感受到非遗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安心选、

放心购，推动了贞丰县非遗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此类电商直播带货，在有力促进特色非遗产品线上

销售的同时，也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的通道。通过田野调查，笔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参与贞丰古城“电

商一条街”的单位和企业一共有 8 家，这些企业在相关电商达人的引导下，增加了自身的收入，有效推

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增添了许多活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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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贵州省贞丰县非遗电商发展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4.1. 困境 

贞丰县非遗电商的发展在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

以下是对贞丰县非遗电商发展困境的详细分析。 
1.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贵州省近年来在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了力度，但贞丰县地处山区，多为喀斯特地貌，地形

复杂崎岖，这给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在山区、沙漠、草原等区域，由于地理条件的

限制，信息网络建设投入成本大，运营商难以建设基站或铺设光缆，导致网络信号无法覆盖到这些地区，

网络使用效果不佳。贞丰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未实现全覆盖，这直接影响了电商活动的顺畅进行。除此

之外，物流配送也是电商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这一过程中，需确保物流高效、便捷，以使消费者

在第一时间接收到商品。目前，贞丰县的物流体系尚不完善，尤其是在偏远乡村地区，物流成本高、配

送时间长等问题突出，这限制了非遗产品的快速流通和广泛销售[9]。 
2. 电商人才短缺、体系不健全 
电商模式下传播非遗文化，销售非遗产品，电商人才是必不可缺的。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已被纳入乡

村振兴人才支撑计划，成为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电商新模式不断向农村普及，营造良

好的电商人才培养氛围和加强农村电商人才资源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培养出更多具备专业技能的

电商人才，才能确保农村电商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电商人才能够利用互联网平台，如淘宝、京东、拼

多多等，以及新兴的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方式，为贞丰县的非遗产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通过专业

的电商运营和推广策略，电商人才能够帮助贞丰县的非遗产品建立品牌形象，有助于非遗产品从地方

特色商品转变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产品。在贞丰县，缺乏专业的电商人才是制约非遗电商发展的

关键因素之一。大部分非遗产品销售者对电子商务知之甚少，缺乏网店经营、网络营销等方面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尽管政府和企业已经意识到电商人才的重要性，但在引进和培养电商人才方面尚未建立

长效机制和完善的培训体系。这导致现有电商人才难以满足非遗电商发展的需求，制约了行业的进一

步壮大。 
3. 非遗传承主体认知局限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产品的销售渠道愈加多样，非遗产品也逐渐融入网销模式中，在时

代进步的列车中传播非遗文化以及增加产品收益。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说：“媒体奇

观，组织和推动了当代经济生活、政治冲突、社会交往、文化和日常生活。”贞丰县的非遗产品也在电

商模式中摸索，但许多非遗传承人并不认可这种销售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对电商渠道

不熟悉和不信任。非遗与电商融合有一定的技术门槛，而非遗传承人往往专注于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对

于电商运营、数字营销等新技术、新工具可能不够熟悉，这增加了他们进入电商领域的难度，加之由于

电商平台的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性，部分非遗传承人可能担心在电商平台上销售会面临欺诈、侵权等问

题，对平台的信任度不高。其次，对非遗文化传承的坚守和初心。非遗传承人对非遗文化有着深厚的感

情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认为通过传统方式(如线下展示、师徒传承)更能体现非遗文化的价值，而电商销

售可能会削弱这种文化认同，并且非遗技艺的传承往往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与指导，电商销售虽然能扩大

市场，但可能无法有效传承技艺的精髓和细节。最后，对于经济因素的考量。进入电商领域需要一定的

资金投入，包括平台费用、推广费用等，这对一些经济条件有限的非遗传承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小的负

担，担心电商销售的收益无法达到预期，或者无法与传统销售方式相媲美，从而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和

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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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策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要推动贞丰县特色非遗产品“黔货出山”，发展非遗电商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由于当地地域的局限，

基础设施建设尤为重要，因此，贞丰县应加强其基础设施的建设。首先是网络基础设施，贞丰县应积极

推动贫困乡、村宽带网络建设，采取有线无线结合的方式，快速扩大网络覆盖面。特别是针对居住偏远、

网络基础薄弱的地区，政府应当联合通讯企业加大投入，建立基站，确保“30 户以上自然村”4G 网络全

覆盖，行政村光纤网络全覆盖[10]。这不仅能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便利，更能为非遗电商的发展提供坚实

的网络基础。其次是电商物流体系的建设。为打通非遗产品“出山”的最后一公里，贞丰县应着力构建

完善的电商物流体系，可以通过物流补贴等政策支持，鼓励快递物流企业在贫困乡、村建立符合电商发

展需要的物流配送门店，开展集中收购、集中配送。同时，应当建设一批冷链物流和仓储设施，确保非

遗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品质和安全，助力非遗产品远销全国各地[11]。 
2. 引进电商人才，健全电商体系 
人才是非遗电商发展的关键。电商人才熟悉电商平台运营规则，能够利用电商平台为非遗产品搭建

更广阔的销售渠道，使非遗产品能够触达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同时，电商人才能够搭建起非遗传承人

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使非遗技艺和产品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可，从而激发非遗传承人的创作热情，

促进非遗技艺的传承[12]。对于贞丰县电商人才短缺的现状，政府和相关企业应当积极引入电商人才，为

发展非遗电商制定详细的人才培训工作方案，整合现有培训资源，构建由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及电

商龙头企业为主体的电商扶贫人才培训体系。为非遗电商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同时，应当建立健全贞

丰县电商体系，可以通过打造非遗电商品牌、拓展市场渠道、完善政策支持与保障机制等实现[13]。 
3. 引导非遗传承主体学习、拥抱电商 
引导贞丰县非遗传承人学习、拥抱电商，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努力的过程。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措施和

建议。首先是加强宣传与教育，举办电商培训班。《“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特别要求非

遗工作应该“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充分发挥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的作用，培育一批

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网红’品牌”。可以通过定期举办针对非遗传承人的电商培训班，邀请电商专家、

成功案例分享者等，讲解电商基础知识、平台操作、营销策略等，帮助他们了解电商的运作模式和优势

[14]。同时应该宣传成功案例，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广泛宣传贞丰县及其他地区非遗传承人通过电商

成功转型的案例，增强非遗传承人对电商的信心和兴趣。其次是提供技术支持与平台服务，搭建电商平

台。相关部门应为非遗传承人搭建专门的电商平台或入驻现有电商平台，提供店铺开设、产品上架、物

流配送等一站式服务，降低他们进入电商领域的门槛。同时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帮助他

们解决在电商运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如店铺装修、产品拍摄、数据分析等。再次，政府及有关企

业应当建立激励机制，设立非遗电商发展奖励基金，对在电商领域取得显著成效的非遗传承人给予奖励

和表彰，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后，应当推动跨界合作与创新，鼓励非遗传承人与设计师、艺

术家、品牌商家等进行跨界合作，共同开发具有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的非遗产品[15]。 

5. 结语 

电商时代下，非遗产品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天地，通过电商网络平台，贞丰县的非遗产品销售到全

国乃至世界各地。在其非遗电商发展的过程中，贞丰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

足、电商人才短缺、电商体系不健全、非遗传承主体认知局限等困境，为此笔者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应对

策略，以期对贞丰县非遗电商的未来发展有所帮助，以及期望对其他地区非遗电商的发展有所借鉴。未

来，贞丰县将继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战略，进一步挖掘和整合非遗资源，打造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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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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