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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有的企业在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方面没有具有措施。例如，一得阁连续20余年没有招工，致使
承传人的培养上就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承传人才的缺乏严重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传承。　
　2．调研企业对人才和技艺保护的计划　　从调研情况看，多数企业已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
和传承人才保护、培养工作视为企业工作重点，并进行了计划和部署，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加强对传承人的激励和培养　　多数企业表示将为技艺传承人提供学习和提职的机会，为他们搭建施
展才华创新发展的平台。同时选拔优秀员工通过拜师仪式，建立明确的师徒传承关系，并建立奖励机
制，激发师徒传授技艺和学习技艺的积极性，使传承人队伍不断扩大，保证各项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
展。同时还要不断地提高传承人的待遇，以及给予传承人一些荣誉，促使他们把技艺更好地传给后人
。　　（2）加强承传人的激励和培养　　部分企业提出，要与技校联合办学，定向培养年轻技术人
员，不断补充优秀人才，逐渐改变人才断档、技艺流失的现状，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增添后续
力量。同时在本企业内部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绩效考核制度来激励承传人学习的积极性。　　（3）
通过文献整理和实物展示进一步传承技艺　　部分企业提出，将继续收集、整理各项制作技艺资料，
包括口述、文字、音像、报刊、照片、影像、实物、用具等，建立较完整的技艺档案资料库，保存相
关文献并建立博物馆基础，不断地丰富馆藏，形成各代表技艺陈列室，为技艺未来的创新与发展提供
扎实的理论基础。　　（4）加强非物质文化技艺宣传和知识产权保护　　部分企业提出，要加强非
物质文化技艺的宣传力度，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体向社会大众广泛宣传，并举办各
种活动，向社会推介企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工艺，让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同时还
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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