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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深
厚的历史积淀为即墨孕育了丰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非物质文遗产又
为版权发展提供了不尽的文化源泉。
任何具有创意性的表达都是版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着人们生产、生活
的岁月印痕，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的历史见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
来，深挖文化和创新思维，打造版权产
业链，带动一方水土或是一个企业的发
展，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是对祖先和历史的敬重，也是为城市留
住最为生动、最为独特的记忆。
近年来，即墨以建设“文化强市”为

目标，把强化版权管理、促进版权产业
发展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科技、文化和
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来抓，不断加大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意挖
掘、版权发展，使之成为建设文化即墨、
打造文化强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横祭海节发展版权结硕果

礼炮鸣放，祭祀乐起，擂起战鼓，渔
号献礼，卫兵就位，恭请龙王，祭祀大
礼，载歌载舞……2019年3月16日至18
日，15万人前往青岛市即墨田横岛省级
旅游度假区周戈庄村观看田横祭海盛
典——— 三天时间，持续延续着人气爆棚
的盛况。
田横祭海仪式发源于周戈庄村，在

当地已经流传了500余年，是青岛先民
敬畏大海、“富甲海陬”意愿的完美留
存。2008年，田横祭海节被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荣膺首
届节庆中华奖“最佳公众参与奖”。现
在，经当地政府的精心策划、包装和推
介，田横祭海节不断挖掘文化内涵、注
入当地蓝色基因，形成自己独特的祭海
文化产业链，开发“海娃贝贝”吉祥物、
渔家特色旅游产品等周边产品，已发展
成为山东乃至全国知名的民俗节庆品
牌，每年都吸引众多中外游客，以及各
地民俗、经济政策研究等领域的专家慕
名前来，为当地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成为当地响当当的“版权大咖”。
无独有偶。对被列入山东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即墨大欧鸟笼制作
技艺，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大欧戈庄村
围绕“即墨大欧鸟笼”这一品牌版权，成
立了多个鸟笼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研
究掌握鸟笼制作核心技艺的同时，培养
村庄年轻接班人，依托淘宝等电商平台
将大欧鸟笼销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地
区，还以“鸟语竹韵”为主题，打造出中
国唯一一个以鸟笼为乡愁特色的民俗
民艺文化旅游村，常年开展非遗展示活
动20余次，着力打造“京笼第一村”这一
品牌。
截至目前，大欧戈庄村开展电商业

务的业户已有70余户，日均网上发货
300余单，电商年销售额过千万元。

62项非遗项目熠熠生辉

田横祭海节和即墨大欧鸟笼是即
墨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版权产业相融合的一
个缩影。即墨政府认识到非物质文遗产
为版权发展提供了不尽的文化源泉，版
权产业发展则让“非遗”这块“活化石”

在述说地方传统文化的同时，更成为当
地产业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方针指导下，即墨
区对普查和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进行了全面登记，建立起完善非遗四
级名录体系，并通过开展系列活动，拉
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大众的距
离，注重“非遗”版权管理和“非遗”版权
产业孵化。截至目前，即墨区挖掘申报
了5批62项区级非遗项目。其中,柳腔、
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和渔民开洋、谢洋节
(田横祭海节)3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即墨大欧鸟笼制作
技艺、酿造酒传统酿造工艺等9个项目
被列入山东省级非遗名录；九狮图、田
横民间故事等28个项目被列入青岛市
级非遗名录。此外，青岛国华工艺品有
限公司、青岛即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两
家非遗保护单位入选“第三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青
岛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7家项
目保护单位入选“青岛市第一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在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同时，即墨区加大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的挖掘培育力度。据了解，目前挖掘培
育了31名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其
中，1人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
人为山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3人
为青岛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作为山东省社会文化先进区，即
墨区重视历史文脉的传承，更加关注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对保存完整的代
表性项目引导企业建立非遗专题博物
馆。”即墨区文化和旅游局非遗办负责
人姜保国介绍，目前，即墨区已有青岛
胶东非遗博物馆、即墨老酒博物馆、即
墨妙府老酒博物馆、即发博物馆等独立
的“非遗”专题博物馆。这些场馆每年举
办各类展示、展演活动300余次，让即墨
文化遗产走进大众视野，与市民零距离
接触，激发了全社会对非遗保护和弘扬
的热情，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相识相知中传承，在活态传承中
保护，在良好保护中深挖创意，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发展成为一项版权产业，更好地
走进生活、融入时代，赋予商业模式的创
新，带给‘一方水土’、传承人和企业更多
的可能，这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
的最好传承方式。”姜保国表示。

非遗传承留住城市独特记忆
版权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即墨花边最新文创产品。“黄氏烙画”传承人黄旭烙画的“猪”系列。

在即墨区潮海街道，一处融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文化博览、旅游观光、产业服务
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常常吸
引着喜爱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士前往参观。
据了解，这里是青岛首个民俗文化

产业园、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园，建筑面积达6000余平方米，2013年
6月启用，2015年正式成为青岛胶东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成为全省首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走进该馆，惟妙惟肖的布老虎、制

作精致的大欧鸟笼、尺寸大小不一的葛
村榼子……众多非遗项目一一呈现眼
前。同时，该馆还制作了传统历史影像
资料片，设立民间文学研究室，建立民
间文学电子书库，青岛非遗项目电子
书，并招聘12名非遗传承人（民俗专业
老师）入驻园区，采取现场教学、活态展

示、生产性保护等形式，常年开展传承、
授课。目前，已开发出饽花、绣花、风筝、
魔术、柳腔、剪纸、传统游戏等50多个
实践体验项目，100多种文创产品，申
请山东省作品版权登记34项，将博物
馆办成了一个“非遗教育大课堂”。
青岛胶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是即墨区打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集聚区之一。当前，即墨古城的知名度
不断扩大，进即墨古城赏“非遗”成为一
种时尚，即墨麻片、葛村榼子、黄氏烙画
等都有专门的门店进行展销。即墨古城
是另外一个。今年春节前后，即墨区文
化和旅游局组织刻瓷、花边、泥老虎、即
墨老酒、地瓜酒等20余项传统技艺类、
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走进
即墨古城年货大集，以“非遗”带动即墨
古城客流量和商业发展。

相关新闻

胶东非遗博物馆已申请版权登记34项

“可以这样说，即墨花边养育了即
墨部分地区50年代到70年代3代人的
生活，甚至还影响了 80年代的部分
人。”青岛国华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任华自豪地说，他们采用“公司+农户”
的方式，由公司提供材料，由农村散户
负责编绣，给农村女性带去了经济来
源。
即墨花边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当

时在即墨长直等地区流行着“小锁扣”
和“绣花”两种民间手绣工艺，这两种民
间手绣工艺相结合便形成了即墨花边
的雏形。1931年，现“即墨花边”传承人
王军外祖父于德和前往烟台，向欧洲传
教士学习欧洲针法，并被欧洲传教士赠
予一幅欧洲绣品。回到即墨后，于德和
结合民间编织、刺绣的特点和欧洲针
法，在工种、针法、图案上不断创新和改
进，逐步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和地方特
色的即墨花边，并创办了“德记花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公私合

营，于德和进入即墨花边厂。王军从小

在外祖家长大，耳濡目染下对即墨花边
有浓厚的兴趣，从小就喜欢画即墨花边
的图样，80年代时更是考入即墨花边
厂从事花边设计工作。但随着时代发
展，花边逐渐不再是“流行”。1991年，
王军担忧祖辈手艺失传，成立了青岛国
华工艺品有限公司，意在“做成国家的
花边”。
此后，王军从布料、绣线、花稿等方

面不断创新，即迎合市场又保留即墨花
边独特元素，目前已经有上万种规格上
千个品种。任华说，国家提出“一带一
路”后，他们开发了土耳其等中东国家
的市场，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欧美、中东
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几年，国内“文创”“版权”十分火

热，青岛国华又开始开发文创产品。目
前，青岛国华已获得版权登记40多项，
并开发了茶旗、床旗、桌旗、书签、项链、
手镯、耳钉、耳环、手提包等150多种文
创产品。其中，手提包还获得了“中国公
益美术文化创意银奖”。

即墨花边产品获“中国公益美术文化创意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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