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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途之中，走进博物馆打卡“国宝”必不可少；走进乡村，非遗工坊里游客们仔细挑选心仪的手工艺品；打开购物

软件，马面裙、国货彩妆是年轻人的“心头好”……不知从何时起，传统文化已在人们生活中繁盛存在。

  国潮，就是“国”与“潮”的融合体———“国”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潮”则是指时尚潮流。“新国潮”便是通过

创新创意将二者结合起来。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起一股“新国潮”，迸发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力量。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唐三彩凤首壶、北魏蓝色玻璃

瓶……白色表盘上，12件精美绝伦的“文物”，共同构成

了12个钟点数字——— 网友“太白猫猫”在社交平台上晒出

由博物馆文创冰箱贴“拼”出的时钟，评论区收获一片夸

赞与羡慕。

  “历史存活于过去，也流走于现在的时间。”一名网

友的留言，令“文物时钟”的作者深表认同。这样的“思想

共鸣”，越来越多被激发出来。

  这股“国潮文创风”，吹得正劲：前有年年畅销的《故

宫日历》，后有火成网红的凤冠冰箱贴、天宫藻井冰 箱

贴，再后来，网友们致力于收集后再创作，在家建起一座

由文物冰箱贴组成的“博物馆”。

  不止为了文创，逛博物馆正成为更多人的“国潮”生

活方式之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数据显示，每年购买年

票的观众多达500 0余人。“在博物馆喂一喂梅花鹿，甚至

就在树荫下发发呆，挺好。”年票观众张新林说。

  从更大的空间看，在平遥古城追寻晋商文化、在苏州

古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体验“苏式生活”、在潮州古城品

味茶香与美食……历史记忆与人间烟火交汇融合，城市

文脉和现代生活共荣共生，“活着的古城”为人们的生活

增添“国潮”新体验。

  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儿女心中，早已与人们的

生活交融相会。

  取材自中国神话的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今年屡创

票房纪录，传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夜校”课程正在城

市青年群体中流行起来，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茶饮、潮

玩、零食等品牌联名款吸引年轻人买单……与其说是“血

脉觉醒”，不如说是“新国潮”的号召力被更彻底地释放

出来。

  走进贵州黔西市化屋村文丽蜡染刺绣非遗工坊，绣

娘们妙手翻飞，将传统纹样绣进服装、手提袋、帽子等产

品中。

  苗族姑娘杨文丽是这里的“主理人”。这位“95后”女

孩20 1 9年回乡创业，如今已从一名技艺传承者走向行业

创新者。

  不同颜色的丝线，绣出寓意幸福吉祥的各式苗绣纹

样；在传统纹样绣片的基础上，开发成衣、围巾、太阳帽、

装 饰 画 等 产 品 ；开 拓 线 上 市 场 ，销 路 从 本 地 拓 展 到 国

际……“国潮风”吹进青山绿水间，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

的创意产品，赢得市场青睐。

  去年，工坊实现28 0多万元的销售额。杨文丽说，从

最初只有6名绣娘，发展到现在的63名绣娘，非遗工坊带

动了周边群众稳定就业，“现在我们村里几乎没有留守

儿童了。”

  像这样的非遗工坊，化屋村目前已引导村民开办了

14家。今年以来，村里还开展了3期苗绣、蜡染技艺培训，

参与培训的绣娘达200余人次。

  截至2024年底，我国共建设9100余家非遗工坊，直接

吸纳27万余名脱贫群众实现就业，人均年收入超过3 . 6万

元。“老手艺”成为群众就业增收新亮点。

  “新国潮”站上就业新风口。在陕西西安，“汉服热”

催生出对妆造师的巨大需求。长安区人社局推出长安汉

唐妆造师培训项目，免费教授相关课程，目前带动就创

业人数近7000人，人均年收入9万余元。在山西隰县，游戏

《黑神话：悟空》带火当地旅游，景区导游数量从8人增至

31人；大学生返乡就业，推动民宿、餐饮等业态发展。抖

音集团近日发布的2025非遗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抖

音中非遗直播作者数增长13 . 7 6％，非遗商家直播成交额

中63％来自店播模式，超10个非遗商家店播破千万元。

  “新国潮”的流行，助推社会分工细化优化、新的职

业序列培育挖掘，开发出新的就业增长点，引导更多群

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4月举办的2025广东时装周上，穿着新中式元素服装

的模特们走上T台，格外吸睛。

  时装周活动“非遗新造”展示区域人潮涌动 ，香云

纱、贵州蜡染、织锦等与现代设计结合的新中式产品应

接不暇，年轻人围着体验工作坊与设计师积极互动。

  原创服装高级定制设计师刘宛莹说，她在设计上将

先锋潮流与传统美学融合，让传统的香云纱焕发现代多

元文化混搭的新风格，自然融入职场、休闲、宴会等不同

穿搭场景，“我希望实现跨界融合突破，让更多年轻人爱

上南粤文化。”

  数据显示，20 2 5年1月1日至4月29日，以新中式为代

表的国潮服饰成交额同比增长超120％。

  “ 新 中 式 ”潮 起 ，正 从 文 化 现 象 进 化 为 一 场 产 业

变革。

  以中国古法黄金工艺为特色的老铺黄金，将花丝镶

嵌、错金等非遗技艺融入当代设计，2024年销售业绩同比

增长超160％；以天然草本植物、水果或药材为原料，通过

煮制、萃取等工艺制成的“中式养生水”市场规模预 计

2 0 2 8 年可破百亿元……“新中式”渗入诸多消费细分领

域，形成以文化价值驱动增长新范式。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

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开发

时尚国潮产品，打造国货“潮牌”、“潮品”，为国产品牌高

质量发展提供指引。艾媒咨询发布的《2024年中国国潮经

济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报告》预计，到202 8年，国潮

市场规模将突破3万亿元。

  国潮澎湃，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和企业潜能。国

潮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品牌的文化自信，

更彰显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商业环境中的强大生命力。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传统文化不再是被供奉的“文化标本”，而是可触

摸、可转化、可增值的“活性资产”。与时俱进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不仅塑造着精神坐标，更标注出高质量发展的

文化刻度。

                           （据新华社）

  在辽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玉三生”工作室内，

雕刻师在绘制岫玉加工图稿，他在作品中融入国潮纹样

与简约线条，使古老的玉雕文化焕发青春活力。

传统文化引领“新新国国潮潮”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上一间国风手作小店，手作课程团队成员为参加国潮市集准

备展品。

                            本组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这是在消博会上展示的非遗文创产品。这些非遗产品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深厚底蕴，还通过创新设计和展示方式，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成为国潮消费新

风尚。

  从戈壁农业数字大棚到文创直播基地，从新能源技

术研发中心到乡村振兴直播间……在张掖市甘州区，青

年创业者的身影活跃在各类创新领域。近年来，甘州区聚

焦青年创业痛点，精心打造“青创空间”，搭建起一个政

策落地、资源集聚的综合性平台，推动青年发展与城市创

新实现良性互动。

  走进位于甘州区的张掖电子商务创业园“青创空间”

共享办公区，甘肃锦园易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多浩正与团队成员研讨新上线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运营

方案。一年前，这位返乡青年还在为办公场地和创业资金

发愁。如今，依托“青创空间”提供的一站式扶持政策，他

的公司已步入正轨，服务范围覆盖甘州区超300家商户。

  “从提交申请到拎包入驻，全程仅用3天。”张多浩感

慨地说 ，“青创空间”不仅提供了免场地费等“硬核”支

持，还配备了创业导师一对一指导、政府补贴申报代办等

“软性服务”。

  张多浩的创业故事是甘州区打造青年创业生态圈、

助力“双创”事业的生动缩影。作为全国首批“青年发展

型城市”建设试点 ，甘州区聚焦青年创业面临的“起步

难、成本高、资源缺”等痛点 ，于2 0 2 3 年启动了“青创空

间”项目。该项目整合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资

源，打造了一个集办公孵化、政策扶持、技能培训、融资

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青创空间”位于甘州区

城区核心商圈，总面积达300 0平方米，设有独立办公区、

共享会议室、路演大厅、直播孵化室等功能区域，可同时

容纳60余个创业团队入驻。

  据了解，张掖电子商务创业园“青创空间”自成立以

来，积极为青创企业及未就业青年提供创业指导、技能培

训等服务。同时，协助来张掖创业的青年申领创业培训补

贴、一次性创业资助、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租金补贴、创

业孵化补贴以及初创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培训等各项就

业创业扶持政策，并实现了公共设施资源的共享。

  “‘ 青创空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勇于创新、安心创业的内生动力。”张

掖电子商务创业园运营经理徐海荣表示 ，通过创业培

训、孵化与投资，“青创空间”正逐步成为青年创新创业

的集聚地和服务区域创新战略发展的新阵地。

  和张多浩一样，夏翠琴在得知家乡建成“青创空间”

后，毅然返乡创办了张掖市桢耀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企

业宣传片、形象片等线上宣传业务。入驻“青创空间”后，

该公司发展迅速，已为金粮源、张掖老街等多家本地企业

打造了专属IP。

  “‘ 青创空间’有专业人员为我们进行创业培训，让

我们能够快速对接优质政策。同时，‘ 青创空间’还对入

驻企业进行整体宣传，大幅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业务量

也持续增长。”夏翠琴说。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我们不仅要‘筑巢引

凤’，更要‘ 固巢养凤’，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创业 服

务。”徐海荣说，截至目前，创业园已成功孵化273个创业

团队，231户创业实体顺利出孵，间接带动就业3000余人，

实现了“创业梦”与区域发展的同频共振。“青创空间”已

助力54家企业完成从“0”到“1”的创业突破，并正在迈向

从“有”到“强”的蜕变。     （据《甘肃经济日报》）

甘州：“青创空间”托起青年创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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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遗失合作市农牧林业局黄河生态建设专项资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市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27 3 6 1 3 0 1 0 4 0 0 0 4 0 1 7 ，核准号：Z8 3 8 0 0 0 0 0 8 9 2 0 2 ，声明

作废。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本机构

章程相关规定，甘南藏族自治州雪莲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 6 2 3 0 0 0M JW 7 7 8 8 3 X P）经第二届

（3）次理事会决议，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

就债权申报事宜公告如下：

  一、债权申报须知

  1 .申报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即202 5年6

月4日至2025年7月4日）。

  2 . 申报范围：本机构存续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

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债务、借款、捐赠未履行义务等。

  3 .申报方式：

  现场申报：甘南州合作市知合玛路233号逸夫楼217号

  4 .申报材料：债权人身份证明、债权凭证（合同、协议

等有效证明材料）、债权金额、形成原因及计算依据的书

面说明。

  二、法律声明

  1 . 逾期未申报的债权，视为自动放弃，本机构将不再

承担清偿责任。

  2 .恶意隐瞒或虚假申报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其他说明

  1 . 本 机 构 已 成 立 清 算 组 ，全 面 负 责 债 权 债 务 清 算

工作。

  2 . 注销登记完成后，机构法人资格即行终止，不再开

展任何活动。

  特此公告

甘南藏族自治州雪莲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清算组）

2025年6月4日

甘南藏族自治州雪莲花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债权申报公告

  在武都区吉石坝物流园区，陇南诚康中药材科技开发公司

的自动化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一根根沾着泥土的黄芪，经过

数控清洗、精准切片、智能烘干等工序，蜕变为色泽金黄的精品

药材。

  陇南诚康中药材科技开发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该公

司依托武都区3万亩优质黄芪基地，以科技化加工推动产业链

升级。公司拥有黄芪去泥装置等6项专利，年加工黄芪超百吨，

成功将道地药材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

  黄芪加工要历经分拣、清洗、搓制、切片等12道工序。该公

司自主研发了辅助闷润设备和黄芪去泥装置。这些设备有效保

留了药材的有效成分，使切片合格率提升至95%以上。此外，公

司还引入第三方检测，对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等50

余项指标进行严格质量把控，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国家药典标

准。目前，武都区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培

育了数家中药材加工企业。诚康公司等企业通过“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带动600余户社员，户均增收4000元。

  “以前卖原料，一吨挣千把元钱，现在精深加工后，价值翻

了两番。”诚康公司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企业每年支付务工工资

超40万元，吸纳周边农户参与加工。黄芪产品通过电商远销日

韩，成为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夕阳映照着吉石坝物流园区，满载黄芪的货车驶向全国。

车间里，工人们将最后一批黄芪切片装箱，包装盒上“武都黄

芪”的地理标志熠熠生辉。这条科技加持的加工链，正让大山里

的“土疙瘩”蜕变为富民强区的“金钥匙”。

                        （据《甘肃经济日报》）

武都黄芪产业开出致富“千金方”

  在靖远县，祖厉河与靖乐渠静静流淌，它们是城市的脉络，

也是生态的根基。近年来，靖远县紧紧围绕祖厉河与靖乐渠，大

做环境整治“水文章”，为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注入强大动力，

一幅“水清、岸绿、景美、河畅”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和居民生活品质，靖远县全力推进

祖厉河入河口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该项目投资1.65亿元，通过

入河口整治、河道清淤、岸坡生态护砌等工程，累计治理祖厉河

河道11公里，新建生态护岸24 . 7 1公里，新增绿化面积500余亩，

让河水流动更加顺畅，生态系统得以更好循环。

  靖乐渠这条始建于明代的古老水渠，不仅承担着灌溉农田

的重任，更是靖远县城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渠道堤防年

久失修，已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靖乐渠环境治理工程应

运而生。该工程总投资20 . 3 亿元，建设期3年，项目起点为虎豹

口，终点为金滩大桥，全长约13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取水口

迁建工程、靖乐公园建设、沿黄靖乐渠渠堤修复工程以及“七馆

多中心”建设等。如今，这里湖水碧波荡漾，绿植郁郁葱葱，场馆

建筑风格独特，已然成为集休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

性绿地景观。

  靖远县通过对祖厉河和靖乐渠的环境整治，不仅改善了河

道生态环境，还提升了城市形象和居民生活品质。下一步，靖远

县将继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完善相关配套设施，让祖厉河与

靖乐渠成为靖远县生态发展的绿色长廊，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据《甘肃经济日报》）

靖远做好环境整治“水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