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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年
永春香韵

所属工坊：
永春县达埔彬达制香厂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传统香制作技艺（福建香制作技艺）
（国家级）

作为福鼎白茶产业的领军企
业，该工坊积极参与“百企帮百村”和

“万企兴万村”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实现村企共赢，荣获“助村富民”明星
企业称号。公司重视非遗保护传
承，工坊带头人通过培训培养了一
批白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其中2人成
立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人获评福
建省级非遗传承人，确保传统技艺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潘山庙宇木雕”自清代年间至今
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艺达公司融合非
遗传承与现代科技，引入智能化技术
提升木雕技艺，已吸纳就业110人，累
计带动1000人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工坊带头人创办“郑银聘大师工作
室”，培养出省级传承人2人、泉州市级
1人、晋江市级6人，传承效果显著。同
时，公司利用非遗资源，打造辐射闽南
金三角、对台对侨的乡村特色工业旅
游项目，展现“晋江经验”的魅力。

水密隔舱技术是中国商船抗击风浪远航的“高
科技”。泉州作为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核心
区，至今仍然传承着这项人类造船史上伟大的发
明。工坊采用“活态传承+创新发展”模式，开发以
福船为主题的文化旅游项目，如参观工坊、体验造
船、复古福船游览等，让游客感受传统文化，同时带
动工坊及周边餐饮、住宿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工坊还创新培训模式，与高校合作开设课程，定期
举办培训班，邀请资深工匠授课，吸引年轻人加入
非遗保护行列，激发非遗传承活力。

“采善堂”品牌创始于清朝嘉庆年间，如今，正
成为乡村振兴“金钥匙”。工坊采用“农户+合作社+
工坊”模式，惠及 1639户农户，提供 2300个就业岗
位，人均年收入达 5万元，助力乡村经济稳定发展。
工坊构建三级传承人保护体系，复兴古老技艺。为
推广非遗产品永定万应茶，设立采善堂永定万应茶
非遗工坊，并在福建土楼永定景区、金砂红色小镇
等旅游景区开设了“非遗体验分坊”，年接待超 3万
人次，让游客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

在安溪，竹藤编织是当地人重要的生计来源。工
坊作为技艺传承与创新的关键平台，推动了从竹编、藤
编到藤铁工艺、家居工艺的创新发展。通过“非遗工
坊+”新模式，工坊已带动8万人就业，并在盛富村建立
竹编传习基地，带动18户农户脱贫。同时，工坊重视
技艺的活态传承，举办了378期技能培训，惠及3200
多名学生及4600多名社会学员，使他们掌握相关技
能，为安溪竹藤编技艺的持续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所属工坊：
永定万应茶采善堂传习馆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中医养生（永定万应茶）（国家级）

所属工坊：
安溪县陈清河竹藤编技艺工作室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竹编（安溪竹藤编）（国家级）

5 采善万应
古技新生

6 薪火相传
守艺编织

德化白瓷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商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白”之美。作为德化
瓷烧制技艺的标杆性非遗工坊，研究所艺术总
监、国家非遗传承人陈明良领衔推动德化瓷烧
制技艺保护的同时，实现了乡村就业增收和

“非遗+”创新呈现，成为文化消费新时尚。
工坊已培育超百名学徒，其中包括 3名全

国技术能手和2名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等，他们创立的公司或工作室提供了2000多
个就业岗位，年产值超亿元。此外，工坊将非遗
技艺融入文化旅游，促进了周边服务业发展，其
中太平宫窑文化园成为热门打卡地，使丁墘村
年增收850多万元，成为文化消费新时尚。

石头作“画”，描绘乡村振兴
新画卷。工坊开创居家和灵活
就业等多元化就业方式，其中工
坊所在的五峰村成为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

工坊定期举办研习活动，推
动手工技艺深入发展。通过这
些举措，工坊已成功培养出 450
余名徒弟，他们已成为惠安石雕
领域的中坚力量，为乡村振兴贡
献了重要力量，展现了石头艺术
的魅力与价值，绘就了乡村振兴
的新篇章。同时，工坊与福州大
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等高校合
作，设立实践基地，校园成为非
遗传承的摇篮。

所属工坊：
福建省振昌园林古建筑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惠安石雕（国家级）

9 匠心筑梦
雕刻未来

木石之上，雕琢传承与振
兴。尚艺营造工程公司，1985年
创立于福建，深耕石雕与古建
筑，既便利生活又促就业增收。
工坊通过“师徒传承+学校培
训+实践锻炼+项目实施”模式，
携手高校，打造“非遗”人才“成
长链”，培育石雕创新人才。同
时，设立惠安石雕展厅、雕艺大
师工作室及技艺传习所，为村民
与游客提供学习观赏平台，不仅
促进了石雕技艺的传承，也加强
了非遗文化的保护，展现了木石
之上的雕琢艺术与乡村振兴的
深度融合。

所属工坊：
福建省尚艺营造工程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惠安石雕（国家级）

10 石头作“画”
传承技艺

坦洋工夫茶，饮后情长留。
工坊力推茶文旅融合，将老厂
房、老宿舍、老茶园升级改造为
茶博馆、茶工舍、智慧园等，吸引
中小学生研学打卡。其中，坦洋
5G智慧茶场尤为亮眼，运用 5G
等核心技术管理3800亩茶园，实
现园区生产环境可视化等茶园
数字化管理，推动产业升级，助
力乡村振兴。同时，工坊建立导
师帮带制度，设立非遗传承人工
作室及传习所，年培训超2000人
次，促进坦洋工夫红茶产业发展
与创新传承，让茶香飘扬，情韵
长存。

所属工坊：
福安市坦洋茶场有限公司非遗工坊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红茶制作技艺（坦洋工夫茶制作技
艺）（国家级）

茶香飘扬
一叶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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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坊作为张坂镇上塘村木
雕雕刻重要展示窗口，吸引了大
量游客，带动了乡村旅游、餐饮
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为当地乡
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新的亮点和
支撑。工坊也通过“公司+基地+
合作社+农户”模式，吸纳群众就
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此外，工坊积极探索 3D 打
印技术在传统雕刻产业中的应
用，借助数字科技的力量，为非
遗创新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性，
同时加大对时尚日用产品的研
发力度，推动了非遗与现代生活
的连接。

所属工坊：
泉州市西丰佛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木雕（泉州木雕）（国家级）

“老艺”新生
绘就“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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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工坊：
德化县明玉陶瓷研究所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德化瓷烧制技艺（国家级)

7 “中国白”
千年窑火

好山好水出好茶，一芽一叶吐芳华。水仙茶
作为漳平及龙岩的特色产业名片，助力农民增
收。工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采用“企业+徒弟+
农户”模式，与茶农紧密合作，年助销干茶6000
斤，为农户增收超120万元。同时，工坊致力于漳
平水仙茶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工坊带头人悉
心传授技艺，培养出多位徒弟，包括两位非遗传
承人，并运用现代技术革新生产，探索出炭焙去
冷链的新工艺，让非遗文化焕发新光彩。

“跟着非遗去旅游”成新风尚，工坊借
“沉缸博物馆”平台，年接待近10万人次，成
研学旅游热点，带动村民就业，助力脱贫。
工坊设大师工作室，传承沉缸酒酿造技艺，
并组建研发团队，与高校合作，科技赋能传
统，共获18项专利，让沉缸酒历久弥香，非
遗魅力得以延续，乡村振兴添新彩。

永春龙水漆篮公司，以“技艺传承+创
新推广”为核心，保护省级非遗编织技艺，
助力乡村振兴。工坊通过活动、产业带动
和人才培养，让留守妇女、老人学会漆篮制
作，实现就业增收。定期举办“非遗+农产
品集市”，结合推广漆篮与特色农产品，为
农户增收。同时，与院校合作开发漆篮手
工课程，传播非遗文化，激发青少年兴趣。
公司传承创新并重，为非遗保护和乡村振
兴树立典范。

藤编老手艺编织新生活。工坊采用
“公司+农户”模式，培训藤编技艺，助残疾
人、宝妈等就近就业，惠及 22 名脱贫人
口。工坊积极推动藤编文化走进校园、广
场、景区等，让古老的藤编技艺后继有人。

工坊与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合作研
发智能制藤条和DIY设计平台，使藤编生
产智能化、现代化，提升效率与质量。这些
精美的“非遗”产品还远销海外，讲述中国、
福建故事，展现传统文化新活力。

庄臣烧坊始于 1719年，是中华老字号，福建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工坊融合传承与创新，培育庄臣1号酵母，
解决了长期困扰国内外酿酒行业的甲醇问题，填补了国
际空白。创新地瓜烧提纯伏特加，获得美国 FDA认证
等，产品获得布鲁塞尔国际金奖，出口美国、日本、俄罗斯
等国。同时，工坊以“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助农增收，
惠及6000多农户、100多家合作社及20多家上下游企业，
共促经济增长，酒香飘万里，酿就乡村振兴特色路，让世
界品味中国好酒。

小鸭蛋成就大产业，工坊采用“农户+合作社+工厂+
营销”模式，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为乡村振兴添活力，荣
获了“三明市优秀创业创新项目三等奖”“惠农示范项目
基地”等多项荣誉，其带头人也被评选为“2021年三明市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工坊注重非遗保护传承，通过线上平台展示非遗文
化与技艺，实现生产与消费良性循环，同时摸索标准化生
产流程，确保产品品质，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实现当代
价值，展现传统产业新风貌。

三堡阙氏十六世祖公于清咸丰年间创独特酿造工艺
与秘制酒曲，酿出三堡高粱酒。此技艺在传承中不断创
新。工坊建非遗传习体验中心，推非遗研学课程，传承发
展非遗文化。同时，工坊注重品牌建设，成功注册“三堡”
商标，并获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提升国际认可度。品牌
影响力提升，带动堂堡镇磜下村于 2022年入选福建省级
乡村振兴战略试点村。

畲族乌饭是美食，更是文化传承。
工坊努力使非遗产品市场化，获全国首
个乌饭产品标准制定者及“SC”认证，走
上规范化、产业化之路。为满足市场需
求，工坊创新研发20款乌米饭系列，荣获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名小吃”
“十佳地方特色美食”等多项荣誉，更以
乌饭为载体，推广畲族文化，打造观光体
验工厂，展现传统手工艺背后的民族文
化，让更多人了解和传承这一独特文化，
让非遗绽放新光彩。

竹藤编制技艺，承载中国古代生活
智慧与对自然的热爱，助力当地经济发
展。不拘于古，不囿于今。工坊以竹、
藤、草、麻、线等纯天然材料为主，借助非
遗编制技艺和现代手法，打造文化工艺
产品，畅销国内外，赢得国际品牌合作，
彰显东方美学魅力。同时，工坊打造博
物馆式文化体验工厂，设体验中心、传习
中心、研学基地等，让更多人领略“指尖
技艺”的魅力，感受其文化韵味与工艺之
美，传承指尖技艺，弘扬传统文化。

所属工坊：
潘山庙宇木雕工坊
（晋江市艺达木雕美术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木雕（泉州木雕）（国家级）

所属工坊：
福建省天湖茶业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白茶制作技艺（福鼎白茶制作技艺）
（国家级）

所属工坊：
泉州海丝福船非遗工坊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国家级）

所属工坊：
漳平市天星水仙茶家庭农场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乌龙茶制作技艺（漳平水仙茶制作技艺）（国家级）

所属工坊：
沉缸酒传统酿造技艺非遗工坊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酿造酒传统酿造技艺（龙岩沉缸酒）（省级）

所属工坊：
永春县龙水漆篮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永春漆篮制作技艺（省级）

所属工坊：
福建植福实业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山葡萄藤编织制作技艺（省级）

所属工坊：
庄臣烧坊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连江下濂地瓜烧酿造工艺（省级）

所属工坊：
沙县梅子根咸鸭蛋制作技艺非遗工坊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沙县梅子根咸鸭蛋制作技艺（三明市级）

17 鸭蛋成“金蛋”
带领村民致富忙

所属工坊：
福建三堡酿酒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永定三堡高粱酒酿造技艺（省级）

18 传统高粱酒
振兴“新味”

所属工坊：
福建山哈食品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闽东畲族乌饭制作技艺（福鼎）（省级）

19 千年传承
味蕾记忆

所属工坊
福建良亚工艺品有限公司
所依托代表性项目：
竹藤编制技艺（龙岩市级）

2024 福建

20个2024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公布

2 茶事悠悠
乡村振兴

3 匠心雕韵
非遗新篇

8 一壶茗香
“茶文章”

4 传承创新
福船复兴

13 百炼沉缸
愈久弥香

14 守护匠心
创新赋能

15 藤编新梦
编织未来

16 香飘万里
酒路振兴

20“指艺”之魅
传承之韵

泉州永春香，历经 500 余年传
承，已成长为永春的特色富民产业。
永春县达埔彬达制香厂通过“农户+
合作社”模式，惠及2000余农户，年
均增收1.5万元，为农户增收开辟新
径，也为香产业繁荣注入活力。2013
年，工坊带头人创建“彬达香文化创
意园”，以“一脉香传”为主题，全方位
展示永春香史及传统古法制香工艺。

永春县龙水漆篮有限公司的篾匠在甩竹篾

永定万应茶采善堂传习馆为市民展示非遗技艺

德化县明玉陶瓷研究所手艺人在制作陶瓷

福建植福实业有限公司展示藤编技艺商品

沙县梅子根咸鸭蛋制作技艺非遗工坊工作人员
准备腌鸭蛋

福建省振昌园林古建筑有限公司手艺人正雕刻石头

福建山哈食品有限公司邀约
市民品尝乌饭

路，

福建省作为非遗大省，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涵盖了国家、省、市、县四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共计3000余项。非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福建，为助力乡村振兴，各地依托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设立了219家
非遗工坊，涉及文房四宝、食品制作、雕刻绘画等多个行业。这些工坊既有
涵盖舌尖上“人间烟火”的非遗美食，又有值得感受情怀的茶酒之旅，还有讲
述文化密码的独到匠心……这些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让手艺人通过自己
的辛勤劳动，吃上“非遗饭”、捧起“金饭碗”，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让福
建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非遗工坊正成为吸纳脱贫人口创新创
业、丰富乡村文旅场景业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

近期，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乡村振兴局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非遗工坊典型案例评选
活动。经过相关地市择优推荐、专家严谨评议，遴选出20个2024
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并予以公布。

从技艺之美、生活之韵到艺术之魂，福建非遗工坊一路“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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