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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12 日 星期日/ 国内新闻 /
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

临，全国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拉开帷幕。展
演展示、互动体验、产品展销⋯⋯越来越
多非遗项目线上线下融入现代生产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守正
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
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
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

新华社记者近期在多地调研，感受
非遗传承发展情况。

为“绝活”注入青春气息
山西省新绛县“90 后”小伙儿蔺霄

麟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前往韩国学习现代
陶瓷工艺，如今毕业，他毫不犹豫返乡。

“我的目标就是要传承好澄泥砚。”
澄泥砚，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孕于秦

汉，兴盛于唐宋，明代达至炉火纯青。因
看似碧玉，抚如童肌，叩之有金石之声，
用则腻而不滑，发墨而不损毫，它的制作
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爷爷和父亲都是澄泥砚制作技艺的
传承人，蔺霄麟从小耳濡目染，渐渐喜欢
上了这“泥土间”的艺术。

留学归来后，蔺霄麟大胆创新，通过
调整窑温及窑内氛围，使澄泥砚的颜色
从原来的 3 种增加到 8 种，并在设计上
注入更多青春元素。他还充分发挥互联
网优势，通过开网店、直播等，让澄泥砚
走入更多年轻人视野。

“我希望在保留澄泥砚传统内核的
同时，融入更多时代元素。”蔺霄麟说。

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人加入，传统的“非
遗”正被赋予当代审美内涵，重回生活。

你见过会变脸、喷火的木偶吗？31
岁的徐宁通过创新，为省级非遗项目邵
家班子杖头木偶戏注入新活力。

徐宁出生在甘肃省张掖市，当地人
称杖头木偶为“肘娃娃”。娃娃以木头作
为撑杆，外面装饰戏服、头饰等，唱戏的
人用手肘把木偶撑起来，掌控着娃娃的
表情和动作，以应和秦腔唱词。在娱乐
匮乏的年代，当地婚丧嫁娶都要唱一出
杖头木偶戏。

在四川上大学时，徐宁迷上了川剧
变脸和吐火，跟随恩师刻苦学习 4 年。
毕业后，他回到张掖市在甘州区文化馆
工作，邵家班子杖头木偶戏“不受年轻人
欢迎”的困境深深刺痛着他。他下决心

为木偶戏寻找新路。
3 年时间，徐宁制造了一套装置，成

功将变脸、喷火与木偶相结合，使表演更
生动精彩。2020 年首演，全场沸腾。从
此，学校、乡村、景区成为他的舞台，一年
公益演出 100 多场。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
全国各省区市将举办 6200 多项非遗宣
传展示活动。一大批非遗项目连接现代
生活，绽放迷人光彩。

“我在‘活化’传统文化的路上迈出
了第一步，孩子们‘想学’的热情让我看
到了希望。”徐宁说。

在精彩生活中“活化”
黄布为皮，昂首站立，圆鼓鼓，胖墩

墩，憨态可掬又威风凛凛。这就是成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布老虎——山
西黎侯虎。

在山西黎城县，人们对虎文化的喜
爱由来已久。虎在民间有赐福、镇宅、增
寿、生财等文化内涵，老百姓更是把它看
作陪伴儿童健康成长的吉祥物。这种风
俗深深植根于黎城人的生活，他们给当
地布老虎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黎侯
虎”。

随着黎侯虎知名度提高，订单增多，
尤其虎年销售火爆。今年过年期间，48
岁的传承人李小梅就收到了 20 万元的
订单，虽然百余人帮忙，产品依旧供不应
求。黎城县北桂花村村民李京芬在照料
家里 4 亩多地的空闲时间，专为李小梅
供虎尾、虎耳朵，每月增收千余元。

黎城县文旅局局长郭磊介绍，目前，

黎城县有黎侯虎专业从业人员 500 余
人，年产 5 万只黎侯虎，带动每户增收一
万余元。

据统计，我国 73%以上的非遗项目
保存在乡村。近年来，多地依托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创新非遗产业，为群众增
收拓宽门路。

2021 年 6 月，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福建省
的沙县小吃榜上有名。在被誉为“沙县
小吃第一村”的沙县俞邦村，村口的千年
古樟树、墙上沙县小吃卡通形象标识与
香气四溢的小吃，共同迎接着来往行人。

这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如今是 3A 级
旅游景区。游客在村里可以吃、玩、住、
带货，2021 年游客量突破 20 万人次。
村民俞其宝经营着一家小吃店，旺季时
一天营业额在 5000 元左右。

俞邦村党支部书记张昌松说，20 余
年来，沙县通过成立小吃培训学校、开办
小吃文化节、在全国各大城市成立联络
处、给予大城市开店者奖励等措施，使沙
县小吃从一个摊点、一家门店向标准化、
连锁化发展。目前，沙县小吃带动就业
30 万人，俞邦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长
到 2.8 万余元。

非遗门类众多，涵盖生产生活方方
面面。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在乡村振兴
中大放异彩，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呈现
着蓬勃发展的新态势。

让非遗项目绽放时代芳华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目前，我国

已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

系，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学
手艺难，守手艺更难。不同非遗的生存
状态苦乐不均，部分非遗面临产品没市
场、传承“断档”等难题，如何深入挖掘和
提炼非遗内涵，使其适应时代发展成为
新兴课题。对此，一些基层工作者期望：

——因势利导，提供发展空间。绍
兴黄酒、越窑青瓷、绍兴铜雕⋯⋯在绍兴
市越城区北海街道，首个“绍兴非遗客
厅”于去年开业，集聚了当地 30 多项优
质非遗资源。绍兴市文旅部门和街道办
事处合作，引进非国有的越红博物馆来
负责建设、经营，当时还提供了房租减免
政策。“项目集中到‘客厅’里，希望形成
规模效应，让大家抱团发展。”这个博物
馆也是绍兴市级非遗越红工夫茶的传承
基地，馆长杨思班说，非遗项目投资周期
长，离不开政府扶持，应当积极探索政府
力量主导、民间力量运营的新方式，为非
遗项目提供更多展示、销售场所，打开发
展空间。

—— 打 牢 精 神 印 记 ，为 传 承 续 薪
火。在文化大省山西，多地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非遗进校园活动，左权县示范小
学 将 左 权 小 花 戏 编 排 成“ 花 戏 ”课 间
操；祁 太 秧 歌 进 入 太 谷 县 中 小 学 第 二
课堂⋯⋯在甘肃，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更是
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通过引进工
美大师、传承人等，让学生接受艺术理论
修养和传统手工技艺训练，培养综合型人
才，打造甘肃省非遗手工技艺传承基地，
学生就业紧俏。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院
长杜军等建议，应当继续鼓励非遗项目进
学校、入教材，为非遗项目带徒授艺发放
补贴，支持重要非遗项目活化传承发展工
程，为古老技艺注入崭新力量。

—— 立 足 非 遗 传 统 ，发 掘 市 场 力
量。近年来，山西霍州市成立多家手工
制作花馍的工厂，非遗传承人韩爱英就
在其中一家当技术指导，用老酵母发面、
散发着麦香的花馍已远销全国多地。在
与花馍“零距离”接触中，越来越多年轻
人感受到非遗魅力，激发热爱、传承的拳
拳之心。基层文化工作者认为，在传统
文化热潮持续高涨的当下，非遗传承可
以将精神财富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要鼓励非
遗与现代生活相连接，发掘“非遗”文化
IP，开掘产业和市场富矿。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新魅力 新天地
—— 非 遗 传 承 发 展 观 察

新华社香港 6 月 11 日电 （记者
刘明洋）由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总署
统筹的“共庆回归显关怀”计划 11 日在
黄大仙区正式启动。未来两周，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各司
局长会联同参与该计划的各个非政府
机构及地区团体，走访全港 18 区，探访
基层家庭，并派发回归 25 周年庆祝活
动礼物包。

林郑月娥当天主持了该计划的启
动仪式。她致辞时表示，今年是香港回
归祖国 25 周年，庆祝主题是“砥砺奋进
廿五载 携手再上新征程”。砥砺奋进，
一直是香港的成功之道。回归 25 年
来，香港曾面对不少考验，全靠国家大
力支持，以及广大市民努力不懈，香港
在多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

今年“共庆回归显关怀”计划主要
分 三 部 分 ，包 括 探 访 30 万 个 基 层 家

庭，当中有独居长者、双老家庭以及有
特别需要的家庭；安排约 8 万名基层
市民参加全港性庆祝活动，例如参观
香 港 故 宫 文 化 博 物 馆 和 游 览 主 题 公
园；安排约 12 万名来自弱势社群的市
民参加地区举办的庆祝活动。举办单
位 还 会 按 需 要 为 参 加 者 安 排 免 费 交
通、膳食和入场券。

启动礼后，林郑月娥一行展开家访
活动，先后探访了住在黄大仙区的双老
家庭、新来港单亲家庭及少数族裔家
庭，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需要，并向
他们派发礼物包。此外，民政事务总署
和香港赛马会有关人员在启动礼后联
同义工队伍，探访了黄大仙区内基层家
庭，为他们送上温暖。

“共庆回归显关怀”计划是香港特
别行政区成立 25 周年的主要庆祝活动
之一，由香港赛马会赞助。

香 港 启 动“ 共 庆 回 归 显 关 怀 ”计 划

新华社兰州 6 月 11 日电 （记者 何问）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 11 日在
甘肃省博物馆开幕，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披露，我
国十年共推进 8800 多项考古发掘项目。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保护：时
代共进 人民共享”。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
文物局局长李群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文物是不
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是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的精神之源。我们要继续深化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坚持保护第一，坚守人民立场，让
文物和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向世界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工作取得重大成
就。李群介绍，我国先后完成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实
施了石窟寺、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等万余项重点
文物保护工程，推进了 8800 多项考古发掘项目，每

年举办3万余场陈列展览，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
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签

订了共建敦煌研究院协议，公布了文物系统石窟
寺专项调查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名单、第四届“寻
找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推介名单，公布了 2022
年度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精品（新媒体）推介项目
和入围项目名单等。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文物保护：时代共进
人民共享”主题论坛、第二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木本
水源——黄河流域史前文明展、万象涵容——博物馆
文化创意产品展、甘肃省博物馆扩建工程开工奠基仪
式等系列活动相继举办。

据了解，除兰州主场城市系列活动外，在国家
文物局倡导下，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严
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科学谋划、确保安全，组织
开展 6300 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
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我国十年推进 8800 多项考古发掘项目

从“ 一 张 白 纸 ”到 塔 吊 林
立，雄安新区正在加速推进城
镇化。与此同时，乡村振兴也
在同步推进，“未来之城”雄安
新区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在建
设 现 代 化 城 市 的 同 时 以 工 促
农，努力让村民过上向往的生
活。

走进雄安新区雄县黄湾村，
古朴典雅的乡村民宿、回归自然
的“共享农场”、景色秀丽的雄山
公园、活力四射的“夜经济”步行
街⋯⋯一幅乡村振兴的美好画
卷徐徐铺展。

曾经的黄湾村，和雄县诸
多村庄一样，以塑料包装产业
著称。高峰时，村内企业达 83
家，工业收入占集体总收入的
70%，是远近闻名的塑料生产
专业村。

雄安新区成立后，作为村
里支柱产业和“污染大户”，塑
料企业全部关停或外迁。黄湾
村利用分解后的无公害建筑垃
圾，恢复了雄县历史上的名山
雄山，建成了占地 800 余亩的
雄山公园。

小桥流水、栈道亭台、绿草
茵茵⋯⋯公园内的小溪蜿蜒贯通
30余亩的湖泊，周围种植观赏乔
木1.5万棵、花卉15万株。傍晚时
分，黄湾舞蹈队的领队申丽华忙
着组织上百名村民跳广场舞。这里成了
村民休闲生活、健身娱乐的好去处。

“我们村成立了 8 家村集体企业，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开辟‘巾帼共享农
场’，138 名妇女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
业。”黄湾村党支部书记刘秋乱说，黄湾
村一条南北主街改造为民宿一条街，民
宿由各家各户的老宅子改建而成，村集
体统一规划，村民参与运营管理。

黄湾书画协会会长胡怀玉家是民
宿街的第一户。改造过程中，他主动请

缨，发挥自身专长，用艺术扮靓
院落，让农家院充满文化味。

《河北雄安新区乡村全面振
兴实施意见》指出，规划建设一
批特色村落，完成 100 个左右美
丽乡村具体布局。在实践中，雄
安新区着力保障城乡居民共享
改革发展和现代文明成果，美丽
乡村正一步步走向现实。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对于雄
安新区的沿淀近水村庄，打造揽
湖、拥景、听涛、吻云、归田的“水
墨”生态文化，营造“人在道上
走，如在画中游”的唯美意境；在
远水农耕村庄，建设一批生态村
庄，充分挖掘农耕文化、园林文
化等元素。

在安新县大北头村，过去由
村民个人承包经营的 847 亩土
地全部流转给村集体，依托成立
的大北头村农业科技公司，发展
采摘农业、观光农业等，实现规
模化种植。

“每年可向全体村民派发利
润 70 万元，村民的腰包鼓了，精
神文化生活更加富足。”大北头
村党支部书记杨宏记说，我们在
村内建设绿色氧吧、爱心公园，
还修建了专业化足球场，就连县
城的群众都来这里健身“打卡”。

在雄县马蹄湾村，塑料加工
企业厂房经过升级改造，“摇身

一变”成了雄州奥林匹克体育产业园，
运动场、体育馆、运动员接待中心⋯⋯
各项设施一应俱全。村里自发组建农
民篮球队，健身打球成了村民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

以农业为基础，辅助文化、旅游业，
建 立 全 新 的 现 代 化 农 村 生 产 生 活 模
式。如今，在环黄湾、马蹄湾区域，一座
大型田园综合体正在加速布局，周边十
余个乡村串珠成链，正携手走向乡村振
兴。 （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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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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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乡村振兴曲

□新
华社记者

张涛

冯维健

6 月 11 日，两名市民离开湖北武汉武昌区江滩黄花矶凉亭（无人机照片）。近
期，长江武汉段水位持续上涨，逼近武汉长江防汛 25 米设防水位。 新华社发

长江水位上涨

6

月

11

日

，一名小朋友在展示黎族织锦技艺

。当日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海南

省宣传展示暨第二届三亚南山非遗节在海南省三亚市南山文化旅游区举行

，海南省数

十个非遗项目进行展示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感受海南传统文化的魅力

。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体验传统文化

感受非遗魅力

6 月 10 日，山东省惠民县姜楼镇一家绳网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加工产品。山东
省惠民县以绳网产业为抓手，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该县生产的防护
网、体育运动用品网等 24 个系列 300 余种绳网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体育等行业
领域，远销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 7 万余人就业。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小绳网编织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记者 胡璐）今年
6 月 11 日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 11 日从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世界自
然遗产数量达到 14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4 项，数
量均居世界第一，总体保护状况良好。

据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世界遗产包括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世界文化遗
产3类。我国已有世界遗产56项，其中，世界自然遗
产、双遗产共18项，总面积达7.06万平方公里。

“这些遗产有效保护了中华大地上最具代表性
的地质遗迹，最优美的山岳、森林、湖泊，最珍稀濒危
的动植物物种。”这位负责人说，18项遗产地还保护
了200多个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的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平均每年为当
地带来超过140亿元的旅游收入。

他还说，今年是我国首批世界遗产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35周年。35年来，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
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形成了依
托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管理世界遗产的有效机制，
有力推进了自然保护地与自然遗产协同保护。根据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20年世界遗产展望》
评估报告显示：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中，全球整体
状况处于“好”和“较好”的比例为 63%，中国比例为
89%。18处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总体保护状况良
好，优于国际平均水平。

我国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王学涛 陈志豪

“三千奇峰，八百秀水。”初夏的世界自然遗
产地湖南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游人如在
水墨山水画廊中穿行。为守护大自然的这一方
瑰宝，近年来，当地采取多种积极有效措施。

武陵源 1992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里拥有世界罕见的石
英砂岩峰林地貌，国际地貌学术界将其命名为

“张家界地貌”。
原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办公室主任胡新华

介绍，为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武陵源一方面加
强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另一方面实施
景区移民搬迁，多措并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018 年开始，为了维护世界自然遗产地
的原真性、完整性，武陵源区启动对整个核心
景区内居民的搬迁工作，涉及约 4500 名居民。

家住向家坪安置区的钟为贵“下山”已四
年多。过去，他在武陵源核心景区中的天子山
上开家庭旅馆。“我们搬下山，既是对张家界旅
游发展的支持，也是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
护。”钟为贵是主动下山的第一户。

截至目前，武陵源核心景区天子山、袁家
界超过 95%的居民已经搬迁下山。

峰林间，溪流潺潺，浓荫蔽日。武陵源核
心景区拥有十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联合巡查执法制止偷捕偷猎、乱采滥挖等
违法行为；进行松材线虫病等森林病害的季节
普查和枯死松木清理；开展防火隔离带垦复等
工作⋯⋯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
林公园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景区坚持保护先
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做加法”，加强野
生动植物保护、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生
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力度。

今年 3月，为扩大遗产保护和交流，武陵源
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研究与交流中心建立“遗产会
客厅”，致力于文创产品展示售卖、自然遗产科普

与交流。该中心负责人杜勇说：“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探索自然
遗产地与乡村振兴、社区协同发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关系，让
自然遗产地绽放更迷人的光彩。” （新华社长沙6月11日电）

世界自然遗产地武

陵源的生态

﹃
加减法

﹄

□新华社记者

阮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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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