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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景的同时，还可在刘家寨看

皮影戏，体验皮影“靠子”制作过

程。游客还会购买一两个皮影“靠

子”回去做纪念、装饰等，带动了

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实现了文化

富民。

模式单一和配套滞后待破解

通过挖掘、整合民族文化资

源，开展跨界融合及开发民族特色

文化产品等，打造出独具云南民族

特色的文化产业，为脱贫攻坚注入

新活力。但在近些年的发展中，一

些问题也亟待破解。

“云南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中，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模式较单

一，产品更新能力欠缺。”昂自明

表示，这些年，一些地方结合丰富

的旅游资源，成功走出了“文化+旅

游”的新路子，但仍需要去探索和

尝试更多的发展模式。同时，一些

传统民族文化产品，主要依靠传承

人自行设计和研发，产品附加的文

化价值相对较低，产品功能与设计

开发也相对落后。

“ 民 族 文 化 产 品 市 场 渠 道

单一，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又一瓶

颈。”昂自明还表示，目前云南民

族文化产品的市场销售渠道主要包

括前店后厂线下销售、订单式销售

和网络销售三种方式，无法占领应

有的市场份额。“比如，剑川木雕

目前已具备批量化生产的条件，以

订单式销售为主。由于无法进入旅

游市场，主要通过各种展会、展览

来推广企业和产品。但因产品单

一，销售形式较为传统，很难有效

激发年轻人的购买欲望。”昂自

明说。

昆明学院历史系教师庞英姿

表示，产业链建设滞后也是民族特

色文化产业需面对的问题。“云南

民族特色文化产业虽然形成一定的

规模，但还只是单个行业、同种类

产品的发展，旅游衍生品、工业衍

生品等配套产品没有相应开发，其

市场价值和巨大的潜力没有得到有

效发挥。企业之间关联性不大，价

值链整合不够，缺乏专业化分工协

作体系。同时，全省各文化产品的

生产、研发、推广一体化体系不健

全，彼此割裂，产业集聚优势无从

谈起。”庞英姿说。

此外，民族文化传承人才缺乏

也是制约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

因素之一。

创新设计探索融合发展

“民族文化产业要成为脱贫攻

坚的支柱性产业，一定要有人才支

撑。人才从哪里来？其中一个重要

的渠道就是强化培训以及民族文化

非遗传承人、民族工艺大师‘传帮

带’。”昂自明表示。

为培养民族文化传承人，大姚

县将绣娘技能培训作为促进彝绣文

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工作来抓，采取

“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

方式加强技能培训，不断提高绣娘

的刺绣技艺和设计创新能力。

“全县先后举办培训班40余

期，培训绣娘5000余人次。同时，

还专门举办彝绣经纪人培训班，目

前全县彝绣经纪人都持有农产品经

纪人资格证书。此外，还加强对企

业负责人、彝绣骨干的培训。”大

姚县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通过技能培训，大姚县为发展壮大

彝绣产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开发民族文化产品方面，昂

自明认为，各地在培训工作中，应

该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加强

手工艺者的经营管理能力培训的同

时，应对接相关领域的品牌企业，

由企业管理人员就企业经营、市场

营销、品牌建设等问题，对传承人

和手工艺者进行系统培训，帮助他

们提升文化修养、审美能力和设计

制作水平，从而生产出市场和消费

者青睐的民族文化产品。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博士生导

师、研究员白兴发表示，一些民族

文化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就需要审

时度势，融入现代元素，才能赢得

市场认可。比如，少数民族刺绣、

陶器等小众文化工艺品，从产品

的外形设计到实用性都要融入新元

素，甚至还要以市场为导向研发新

产品，传统的民族特色文化产业

才能焕发新活力，也才能走得更

远。

同时，小众文化工艺品若想

进入主流消费市场，也必须与现代

消费市场对接。“可充分利用互联

网、线上媒体、线下活动等渠道，

综合运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

等多种宣传手段，进行产品宣传营

销，加强新媒体推广和展会推广，

多渠道、全方位拓宽市场渠道，甚

至委托专业公关公司或营销团队制

订科学、合理、专业的市场营销计

划。”白兴发说。

此外，民族特色文化产业还

可以与一、二、三产业融合，与旅

游、科技等产业相结合，走出一条

“文化+”的融合发展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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