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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随着“非遗”相关产业的迅速崛起，国内“非遗”与“文旅”也呈现腾飞发展趋势。“非遗 + 文
旅”项目旨在补缺当地旅游在非遗方面的空白，实现当地文化的持续传播，以及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

来实现乡村振兴。方法：项目团队成立调研团队，结合日照市非遗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借鉴周边城市

非遗 + 文旅融合的成功案例，吸收其成长发展的经验，让非遗文旅文化与地方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结

果：拓展当地的非遗文化产业品牌，促进文化资源向经济发展优势的转变，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的内

生动力。结论：积极推动非遗文旅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非遗文旅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让

非遗文旅在乡村振兴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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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relevant “secular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ies, “cul-
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tourism” are showing strong trends in China. Artificial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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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 cultural tourism projects are aimed at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ourism and local cul-
tural heritage, revitalizing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growth and reviving 
rural areas. Methods: The group establishes a study group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experience of 
integrating cultural and cultural tourism in neighbouring cities,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tter associate tourism culture with local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local 
brands with low material cultural value contribute to the provis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contrib-
uting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vival of the territory’s internal dynamics. Conclusion: The 
primary role of non-profit tourism in rural rehabilit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reha-
bilitation through local tourism. 

 
Keywords 
Non-Hereditary,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izhao Cit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见证了历史发展，文化资源丰富，根据调查我们发现，日照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尚

未真正与当地的文化、旅游业相结合，“非遗 + 文旅”项目旨在补缺当地旅游在非遗方面的空白，实现

当地文化的持续传播，以及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来实现乡村振兴。本项目计划的内容重点既能够保护、

提高当地的非遗文化，也能在此创新的基础上为当地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

与旅游融合发展，不断催生出新业态和新模式，将非遗文化与旅游业的综合治理体系传授到每家每户，

全面提升村民经济收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国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发展起步较晚，但得益于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和“非遗”相关产业

的迅速崛起，国内“非遗”与“文旅”也呈现腾飞发展趋势，并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理论和成果，使

“非遗文化旅游”行业的发展有了更权威的理论支柱。国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起步早，并

且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外很多专家对保护和传承“非遗”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例如提出“历

史纵深概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类别识别”、“无形遗产保护的目的、必要性与复杂性”、“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法律相结合”等，非遗文旅发展形式丰富多样，极有助于非遗传承发展。 
在“非遗”“文旅”结合下，利用“非遗 + 文旅”模式，构架美丽乡村新型宣传点，推动乡村经济

发展，构建新型乡村魅力点；利用互联网，采用直播、短视频等新方式，全方位讲解非遗旅游，吸引游

客，助力乡村振兴。在“云南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中，云南积极将少数民族

“非遗”保护传承引入乡村振兴，开展二者协同发展的实践和探索，积累了借政府之力、利用市场、注

重成果转化等经验，对现存的体制机制不健全、资源保障不充分、发展路径不明确等问题，通过加强机

制构建、强化市场孵化、加大资源投入等实现了从“非遗保护”到“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再到“乡村

振兴”的协同发展目标。利用云南少数民族非遗特点，催生出新业态和新模式，让非遗文化与当地农村

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 
以“非遗 + 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发展”为调研中心，针对日照市各区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

查分析，团队结合日照市非遗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非遗 + 文旅融合推动乡

村振兴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为当地村落“非遗传承 + 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归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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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得出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发展目标和更具针对性的实施策略，为日照市非遗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提供

指导性建议，以此来促进文化价值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助推乡村旅游发展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相均衡，让非遗文旅文化与地方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融入当下的美好生活。 

2. 相关定义与理论基础 

2.1. 非遗传承 

2.1.1. “非遗”的定义 
非遗的全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由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在文化多样性中最富有活力，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承载着人类的智慧、人类历史的文明与辉煌。

非遗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本，通过旅游活动转化为经济资本，实现其价值。 

2.1.2. “非遗传承”的内容 
非遗传承形式比较多，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形式、社会实践、节庆活动、礼

仪形式、传统手工艺等。非遗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文化体验，该模式强调文化、经济、

生态的协调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2.2. 文旅融合 

2.2.1. 定义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融合，革故鼎新形成新的共生关系的过程称为文旅融合。推动文化旅游发

展的总体思路融合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动文化旅游发展。通过创意设计和现代科

技，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1]，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 

2.2.2. 特点 
以文化为魂，旅游为体，将二者深度融合是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核心。旅游从观光转向体验，文化

与旅游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文化为旅游提供精神支撑，旅游为文化提供物质载体。通过参与式、

沉浸式体验，增强游客的文化认同，提升旅游体验。 

2.3. 乡村振兴 

2.3.1. 含义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前进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旨在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蓝图。 

2.3.2. 内容 
1) 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需要开拓创新，跳出原有模式紧扣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2) 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发展需要重视人才，将人才资源开发放在首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 
3)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需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弘扬乡村主旋律和社会正气。 
4) 实现乡村生态振兴需要坚持绿色发展，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实现生态振兴与乡村

振兴融合发展。 
5) 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发展需要培养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完善基层建设，确保乡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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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3. “非遗传承”、“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分析 

随着时代发展，高质量的文旅融合产品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高品质生活的必需品，通过创新性发展，

找准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契合处，非遗为旅游注入文化元素，增强吸引力，助力地方形成独特的文旅

品牌，旅游收入为非遗保护提供经济保障，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非遗传承，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将

二者融合推出了一批体验性、互动性强的非遗与旅游融合业态产品[2]，同时可以延长产业链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在将非遗经济价值助力产业振兴的道路上，探索出了“非遗 + 产业”的新路径，可以通过“非

遗 + 旅游”、“非遗 + 线上直播”、“非遗 + 购物节”“非遗 + 美食节”等各种方式带动村民居家

就业增加收入，也为文旅产业注入了文化内涵，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已设立覆盖近 400 个

原国家级贫困县的非遗工厂 1100 余家，形成特色的“非遗 + 文旅”的特色文化产业扶贫模式，对增加

收入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例如贵州毕节新仁苗族乡，曾经是深度贫困村，通过开展苗族特色苗绣文化，

对苗绣产业进行扶持、开发，现已成功脱贫，人均收入从 2012 年的 2450 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9,304 元，

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幅度提升，不仅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还借此机会宣传了苗族文化，弘

扬苗绣传统资源文化。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绝大部分在乡村，它们是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内生动力。

在乡村振兴中，精神振兴的动力大多将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非遗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3]。乡村是中国近千年农耕文明生长滋养的沃土，非遗大多来自于这片土地，并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产生的重要条件，是中华文明生长发育的坚实后盾。但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一味地强调土地和

乡村文化显然已满足不了时代要求和社会诉求，应该与时俱进，适应当代的发展方式。传统的农耕文明

哺育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并且形成了各种各样缤纷多彩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老

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好、利用好这些非遗资源，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非遗的基础上，适当加

入创新的想法。 
随着旅游业逐渐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形成新的文化旅

游发展业态，从而也推动旅游升级。乡村文旅产业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农村发展。

面向未来，乡村文旅供给要紧跟消费升级趋势，采用“非遗 + 文旅”结合的方式，不仅能很好的宣传优

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以带动当地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吸引更多从业者，解决就业问题。“非遗 + 文
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市场需求相结合，通过数字化展示、产品开发、深度体验、跨界合作等方

式，实现了非遗的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的共赢。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转化非遗经济价值

助力产业振兴。 探索“非遗 + 产业”新路径，形成乡村产业发展新模式[4]，可以通过“非遗 + 线上直

播”“非遗 + 旅游”等多种方式带动村民居家就业增收，进而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4. 日照市“非遗 + 文旅”助推本地乡村振兴的现状探析 

日照市“非遗传承”与“文旅结合”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但也在不断发展完善。2021 年日照市文

化馆联合各大新闻网络媒体，开展了探寻日照非遗宝藏的活动，非遗宝藏以日照市文化馆非遗展厅为起

点，游览了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云过山丘渔业文旅创业园和御海湾茶博园两个景区，观海曲古韵，看山

海之魅。不仅宣传了日照黑陶非遗，还带动了周边城镇旅游业的发展，进而刺激经济收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日照属于滨海旅游城市文化旅游资源

丰富，同时日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上也在不断深入，莒县渔鼓书、莒县过门笺、日照黑陶烧制技

艺、日照农民画、日照刺绣等六十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将二者融合，开拓创新。用“非遗 + 文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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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 文物保护”等多种创新模式，既能让非遗焕发新光彩，也将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头活水，可谓一

举两得。日照政府在过去几年，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上出谋划策，在非遗宣传上做功夫讲实效，让非遗活

态传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一条具有日照特色的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新途径[5]。不仅如此，日照

市政府还设置了“世昌砚博物馆”“草编车间”“老粗布车间”依托市场和非遗项目，实现了群众“家门

口”就业。不仅宣传了非遗文化，还带动了周边部分贫困群众实现就业脱贫，实现了非遗传承与旅游业

的共同发展。五莲县汪湖镇和莒县夏庄镇先后被评为全省“非遗助力脱贫”、“推动乡村振兴”典型乡

镇。真正做到聚焦精准扶贫，因地制宜设置各种车间和博物馆，使“非遗”“文旅”“乡村振兴”三者实

现有机统一，相互扶持[6]，最终得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 

5. 日照市“非遗 + 文旅”助推本地乡村振兴的困境与不足 

1) 团队成员缺乏经验和技巧。日照市的乡村振兴战略存在不同，团队成员都为在校大学生，相对缺

少对实际情况的考察经验，实地调查能力尚有欠缺，对日照市不同乡村具体政策实施的了解存在不足。 
2) 高质量人才匮乏。人才是第一资源，日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人才相对欠缺，非遗产业人

才的文化素养相对较低，难以满足产品开发，深层次技术需要，营销和创意人才相对缺乏。 
3) 重视程度不充分。日照市对非遗保护重视度不够，保护措施相对不足。针对“非遗 + 文旅”出台

的相关政策不够完善，一些乡村基层政府存在严重的重申报和开发，轻保护和管理的问题。 
4) 创新能力亟待完善。由于日照市旅游产业起步较晚，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不够，对文旅融合的非

遗文创产品的设计和研究尚未足够，创新能力不足，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的发展空间还有待提升。 
5) 后期发展存在不足。日照乡村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后期难以加大力度开发特色产品，并且特色

产业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对乡村振兴的发展十分不利。 

6. 日照市“非遗 + 文旅”助推本地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分析 

1) 完善团队能力和技巧，提升专业素养。团队将深入实地考察，明确人员分工，总结各个乡村乡村

振兴具体实施方法。定期组织团队成员学习非遗文化知识，深入了解非遗项目的历史、技艺和文化内涵，

深入了解日照文化底蕴，调研文献资料，搜集相关知识，收集第一手资料和情报，科普日照非遗文化。 
2) 优化传承人文化素养，推动人才引进。应加强寻找和培训日照非遗传承人，加强日照特色文化资

源和文化涵养的挖掘，增强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主动提升人文素养，确保日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传

承开来。同时可以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纳入高层次人才体系，提升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比如引入具有

文旅项目策划经验的人才，设计更具吸引力的非遗旅游线路和体验活动[7]、引入懂数字技术的专业人才，

推动非遗的数字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开发，让更多年轻人加入传承队伍。 
3) 完善服务工作，提升服务质量。应协调日照政府加强对日照非遗文旅的保护力度，加强文明旅行

的宣传力度，应联合日照市政府文旅部门加大对旅游景区的监管力度，减少景区“宰客”现象，对非遗

体验项目、文创产品、餐饮住宿等制定透明的价格标准，并在显著位置公示，避免价格虚高。与当地市

场监管部门合作，定期检查景区内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严厉打击宰客行为。建立投诉机制设立游客投诉

渠道，及时处理游客反馈，对宰客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切实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坚持塑造阳光海岸文

明日照新形象。 
4) 提升创新能力，实现空间再生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可以通过引进创新型人才，拓展

创新理念，提升创新能力，加大对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设计出更多创新型旅游产品。同时可以在日照

设立非遗工坊，生态博物馆，AR/VR 技术赋能非遗展示(虚拟非遗体验馆)等新型文化空间重构地方文化

地理[8]，让消费者身临其境，提升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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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大后期支持力度，提升传承活力。政府增加对乡村的拨款，维持开发创新中各项产品有序运转，

为乡村后期发展提供源泉动力。同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推动成立地方非遗保护基金，吸纳社会资本参

与，通过政策引导，吸引企业、民间组织投资非遗项目，实现非遗市场运作化。“非遗 + 文旅”项目需

要多方共同努力，打造好日照非遗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城市品牌形象，让乡村非遗和旅游业共同获益。 

7. 结束语 

“非遗 + 文旅”项目旨在补缺当地旅游在非遗方面的空白，实现当地文化的持续传播，以及促进当

地的经济增长，来实现乡村振兴[9]。根据调查我们发现，日照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真正与当地的文

化、旅游业相结合。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好、利用好这些非遗资源，最好的方

式就是在保持传统非遗的基础上，适当加入创新的想法。 
采用“非遗 + 文旅”结合的方式，不仅能很好地宣传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以带动当地文化旅

游业的发展，吸引更多从业者，解决就业问题。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转化非遗经济价值助

力产业振兴。探索“非遗 + 产业”新路径，形成乡村产业发展新模式，可以通过“非遗 + 线上直播”

“非遗 + 旅游”等多种方式带动村民居家就业增收，进而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本项目计划的内容重点既能够保护、提高当地的非遗文化，也能在此创新的基础上为当地的经济增

长做出贡献。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不断催生出新业态和新模式，将非遗文化与

旅游业的综合治理体系传授到每家每户，全面提升村民经济收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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