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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吉牧歌”非遗研培成果
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

“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河北5处文化遗产点纳入申遗规划

“中国文物安全志愿者行动”
福建试点有序推进

3 月 26 日，黑龙江省牡丹江渤海靺

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满族刺绣

国家级传承人孙艳玲的徒弟蒋丽娜来

到牡丹江市职业教育中心，为该校学生

传授技艺。据了解，该公司与牡丹江市

内 6 所中小学及职教中心、师范学院等

大中专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近几

年共派出百余名传承人，为合作学校进

行了 3000 多个课时的免费培训，使学生

对满族刺绣有了全方位的认知和了解。

牡丹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惠金山说，近年来，牡丹江市践行“见人

见物见生活”的保护传承理念，以开展

非遗资源普查为基础，以建立名录体系

和传承人体系为重点，以实现整体保护

和活态传承为目的，全面推进非遗保护

传承工作。

据了解，牡丹江市成立了由文广旅

局牵头，市财政局、市民宗局、市商务局

等 9 家单位组成的非遗保护联席委员

会，具体领导和协调全市的非遗工作；

聘请了 27 位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组成

非遗专家委员会，这些专家全程参与全

市非遗项目的普查、审核、立项、申报和

研究工作。经过科学论证，牡丹江将非

遗优势资源项目划分为民间文学、传统

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八大类别，

为非遗普查、申报、保护确立了方向，找

到了路径。

根据这些非遗优势资源项目的索

引，牡丹江市进行了一次全面非遗普

查，共普查出 338 个非遗项目，并先后

邀请专家组成员对这些项目进行审核

评 估 ，至 今 已 入 选 国 家 级 非 遗 名 录 2

项、省级非遗名录 64 项、市级非遗名录

203项。

被列为非遗优势资源项目的牡丹

江镜泊湖冬捕，每年吸引全国各地数以

万计的游客。冬捕前，有宁安市卧龙

乡满族大秧歌、八角鼓、太平鼓等表演

进行暖场，传统的萨满祭湖和壮士出

征仪式随后举行，使渔猎文化得以传

承、弘扬。

牡丹江市是朝鲜族聚居区，然而，

朝鲜族舞蹈过去只在朝鲜族举办大型

活动时表演。自列为非遗优势资源项

目后，朝鲜族舞蹈传承人在当地举办

培训班，传承人队伍扩大到近千人，组

成的表演团队走进校园、社区、农村进

行展演，提升了非遗项目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此外，牡丹江市还在非遗项目的利

用上做文章。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满族

刺绣为依托，牡丹江市的满族旗袍产业

链已经逐步形成。还有一些项目也成

为创意文化产业的创作素材，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牡丹江市非遗保护工作整体呈现

出表现形式独特和传承传习普遍的特

点。”牡丹江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于志

勇说，在牡丹江，满族萨满祭祀在宁安

市一带流传甚广，以“满族刺绣”为代

表 的 满 族 美 术 得 到 有 效 保 护 ，宁 安

的 满 绣 、林 口 的 蚕 翼 绣 等 通 过 产 业

化得到活态传承，以朝鲜族花甲礼为

代 表 的 民 族 礼 俗 还 成 为 一 种 新 的 道

德 引 领 方 式 …… 市 民 参 与 非 遗 保 护

的 热 情 越 来 越 高 涨 ，政 府 主 导 、社会

参与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在牡丹江基

本形成。

记者在采访 中 了 解 到 ，牡 丹 江 市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工 作 虽 然 取 得 了 一 些

成果，但仍然有保护利用工作缺乏宏

观 规 划 、激 励 机 制 有 待 完 善 、非 遗 工

作 管 理 和 创 新 有 待 提 高 等 问 题 。 对

此，惠金山表示，下一步牡丹江市将在

健全管理机制、加强政策扶持、强化非

遗工作传承保护体系建设、促进非遗

工作社会化发展等方面努力，为区域

经济发展作贡献。

早春的晌午，阳光自天井洒下，

古老的屋宇被挑染成金色。鼻息里，

樟木香触到油墨香，二者轻柔缠绕、

交织。这一刻，空气明暖又静穆。

靠 南 边 的 两 间 厢 房 ，倚 墙 立 着

数 十 个 书 架 。 眼 波 随 脚 步 缓 缓 挪

移，所经之处，中外文学不一而足，

有巴金、老舍、沈从文，有莫言、梁晓

声、迟子建，也有高尔基、海明威、村

上春树……书架底下两层放置着许

多儿童读物。

脚 步 声 渐 行 渐 远 ，少 年 们 小 鹿

般欢快的身影从大门一闪而去。厢

房 中 间 书 桌 上 摊 放 着 一 些 书 ，管 理

员 吴 老 四 将 边 角 仔 仔 细 细 抻 平 ，再

一本一本分门别类放进书架。

视 线 越 过 吴 老 四 的 头 顶 ，厢 房

正中的梁下悬着一块胡桃木框的匾

额，俊逸的书法题于其上——“横山

明 德 书 院 ”。 左 右 两 侧 楹 联 分 别 写

着：“室小有书容天下，人微立志得未

来。”落款显示，楹联为广丰籍博士徐

志霖所撰，由广丰横山籍、江西省书

法协会原副主席王维汉题写。

这里是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横

山镇吴氏宗祠。吴氏在横山是大姓，

乾隆年间，吴氏祖上建造了这座占地

面积约 800 平方米、二进三天井式的

宗 祠 。 宗 祠 建 筑 设 计 精 巧 、用 材 精

良、雕刻立体、素材丰富，极尽巧匠之

能事。宗祠前后开阔，设有可容纳千

人操练的大操场，近现代，当地屡有

盛大活动在此举行。土地革命时期，

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军部曾在此设

立闽浙赣省委机关办公机构；1949 年

后，宗祠又成了一所教室、宿舍、食堂

齐全的小学。上世纪末，吴氏宗祠日

渐“樯倾楫摧”，吴氏后人心急如焚。

2015 年 ，广 丰 区 文 物 管 理 所 将

吴 氏 宗 祠 纳 入 革 命 文 物 保 护 项 目 ，

积极向省、市主管部门申报维修，当

年底获批。历时两载有余的苦心修

复，前后耗资 200 多万元，修缮一新

的 吴 氏 宗 祠 ，深 受 市 民 和 游 客 好

评。2018 年 3 月吴氏宗祠被列入第

六批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18 年底，当地党委、政府联合

乡贤筹谋为横山人民打造一处提供

传 承 记 忆 、博 学 静 思 、交 流 沟 通 的

空 间 ，吴 氏 宗 祠 成 了不二之选。徐

志霖提议，官居明朝太傅的文学家、

诗 人 夏 尚 朴 ，曾 在 横 山 东 岩 一 带 办

学 ，建 有 明 德 堂 。 如 今 横 山 镇 应 在

宗祠内设立明德 书 院 ，以 继 横 山 崇

书 尚 学 优 良 之 风 。 建 成 后 ，王 维 汉

为 书 院 题 赠 墨 宝 数 幅 、捐 赠 书 籍 百

余 册 。 此 外 ，当 地 乡 贤 联 合 学 校 及

社 会 爱 心 人 士 捐 赠 图 书 5300 余

册。今年 2 月 9 日，以明德书院为核

心的横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正

式开放。

走 进 宗 祠 大 门 ，庭 院 里 新 修 了

文化墙、草坪，添置了石桌石凳，十

分 雅 致 。 冬 晒 太 阳 夏 纳 凉 ，下 棋 读

书 写 作 业 ，可 谓 修 身 养 性 、老 少 皆

宜。宗祠第一进的前厅上方高悬着

“天下横山人”牌匾，有夏尚朴、夏利

渊、吴国民、吴运清、萧继邦等，历代

当地名人的画像悬挂四周。有官居

明朝太傅的理学大家，有为革命抛头

颅的第一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还有

勤 政 爱 民 、大 公 无 私 的 老 县 长 ……

他们的事迹闪耀着横山热土的毓秀

光辉，与祖先刻于祠堂壁上“忠孝廉

节”4 个大字相得益彰。

祠堂第二进有个四四方方的大

天井，光线自黛色瓦檐缓缓倾泻，落

在青石地面上，一股清新古雅之风扑

面而来。迈过天井来到中堂，“习语

近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个

板块迎面跃入眼帘，一并上墙的还有

横山镇 2019 年全年文化活动安排。

3 月 5 日 ，老 祠 堂 飘 出 了“ 春 之

声”，一场红色主题诵读比赛在此举

行 。 诵 读 现 场 时 而 鸦 雀 无 声 ，时 而

掌声如雷，动情处，有人热泪盈眶。

这一幕的背后，“明德”的种子在人

心深处悄悄绽出一茬新绿。

除 了 书 院 ，两 侧 厢 房 分 别 设 置

红色革命展厅、博士驿站、村史馆、

妇女儿童心理咨询室等场所。内部

空间合理利用，跨界资源有效整合，

吴氏宗祠走上了文保单位传统建筑

魅力与现代文化之魂高度融合的探

索之路。

午 饭 后 ，祠 堂 里 渐 渐 热 闹 起

来 。 王 富 财 、吴 国 茂 两 位 老 人 率 先

摆开棋盘；隔壁学校的 学 生 三 三 两

两 走 进 书 院 翻 阅 书 刊 ；家 住 附 近 的

王 秀 秧 大 婶 笑 容 可 掬 ：“ 如 今 祠堂

料理得这样好，大人小孩都欢喜来，

好得很咧！”

吴 老 四 五 十 开 外 ，年 轻 时 在 汽

修 厂 、水 泥 厂 工 作 过 。 如 今 他 和 吴

国 森 两 位 村 民 在 这 里 当 管 理 员 ，二

人轮流当班，整理书籍、烧水煮茶、

打 扫 卫 生 。 吴 老 四 说 ，祠 堂 名 气 日

益大了，除了本地市民和学生，还有

很多外地游客来访。

牛腿、雀替、藻井…… 那 些 木 雕

纹 饰 ，宛 如 梁 柱 之 间 盛 开 的 无 数 花

儿 ！ 适 逢 文 化 繁 荣 发 展 的 新 时 代 ，

吴 氏 宗 祠 就 像 古 木 绽 出 的 新 蕾 ，它

也许微小，却不羸弱，吐露着盎然生

机，与万紫千红的百花一道，蓬勃着

整个春天。

古 祠 是 时 间 的 使 者 ，见 证 着 乡

村 的 兴 衰 更 迭 。 春 风 骀 荡 的 大 地

上，它的眼里，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文件，同意

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万里茶道”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涉及我国 8 个省，其

中，河北段有 5 处文化遗产点初步

纳入申遗规划，即怀来鸡鸣驿城、

张家口堡、大境门、察哈尔都统署

旧址、宣化古城。

“万里茶道”是继古代丝绸之

路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以茶叶

贸易为主导的国际文化商贸通道，

河北段为历史上著名的张库大道

起点。17 世纪以来，中外商旅从张

家 口 北 上 ，直 到 库 伦（今 乌 兰 巴

托），后延伸至恰克图，连通西伯利

亚、海参崴和莫斯科。

据了解，“万里茶道”保护和申

遗工作自 2012 年启动，河北省一直

努力推进申遗工作。此前就已经

在张家口调查确认了张家口堡、大

境门、察哈尔都统署旧址、宣化古

城、鸡鸣驿城、军台遗址、俄商墓地

等 10 处“ 万 里 茶 道 ”河 北 段 遗 产

点。“万里茶道”正式列入《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对整个“万

里茶道”保护和申遗工作具有里程

碑意义。

中小学开设非遗课程，课程

的设置要与中小学生的身心特

点和发展需求相适应，那么如何

让孩子们走近非遗、了解非遗、

热爱非遗、传承非遗呢？

非遗保护传承越来越受到

政府与社会重视，相应的人力、

物力、财力投入力度也在加大，

并积极探索多种切实有效的保

护措施，初步形成了较为健全的

非遗保护体系。在这一保护体

系下，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非

遗进校园”活动纷纷开展，形成

了教育领域与非遗保护传承相

互融合的局面。其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也不能忽视，比如，一些

学校设置的非遗课程与学生的

需求和接受存在脱节的情况。

首先是校方与非遗传承人

沟通渠道较少。笔者曾为学校

相关负责人，却苦于难找非遗课

程资源，甚至在周边农村也没什

么发现，因而认为当地非遗资源

较少。但在调到文化和旅游部

门后，因专门从事非遗工作，我

获知其实当地非遗资源十分丰

富。经了解，非遗资源校园外百

花争艳、校园内固守一隅的封闭

现 象 并 非 个 例 。 因 此 ，拓 宽 学

校与社会各界的沟通渠道非常

重 要 。 学 校 要 加 强 沟 通 意 识 ，

社会各界同样需要增强合作意

识。非遗管理部门可列出非遗

课程菜单，教育部门在充分调研

的 基 础 上 ，形 成 儿 童 非 遗 课 程

“自助餐”，根据实际情况“点餐”

“ 用 餐 ”，点 燃 中 小 学 生 对 非 遗

的 热 情 ，激 发 探 究 非 遗文化的

主动性。

其次是非遗课程开展标杆过

高。当前，中小学校开设非遗课程

往往是在现有项目基础上自上而下

形成校本课程，导致中小学生无法

自主选择非遗课程。非遗课程的

设置要切实与中小学生的身心需

求相适应，如某幼儿园曾组织非

遗体验活动，非遗传承人借素饼

这一载体向学生讲述非遗知识，

这种寓教于乐、为学生所喜闻乐

见的非遗课程体验模式值得借鉴。

最后是非遗课程形式化严

重。一些学校设置的非遗课程

出发点不是非遗本身，而是一种

扩大影响力、阶段性推进显成果

的手段，少了非遗传承教育内在

的滋养与浸润。学校应立足学生

的知识结构与各年级学生的能力

发展指标，以年级开设的校本项目

为基础，设计出各年级的主题，着

眼学生的差异发展。比如有的

小学除了设立非遗课程，剪纸、

盘扣等非遗小组也相继开设。

将非遗与个性化教学相融

合，为中小学生提供丰盛的非遗

课程“自助餐”，是非遗保护传承

发展的必然要求，亦是中小学生

培养爱好、实现健康发展的重要

保证，意义深远、使命重大。

本报讯 （驻福建记者黄国勇）

3月 22日，“中国文物安全志愿者行

动”福建试点工作方案专家评审会

议在北京召开，国家文物局组织专

家组听取方案并现场研讨、部署下

一步试点工作。

据悉，在年初确立为全国试点

后，福建成立了“中国文物安全志

愿者行动”福建省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依托福建省文物考古博

物馆学会，制定福建省文物安全志

愿者行动试点工作方案，通过吸纳

社会各方力量，开展宣传普及、法

律援助、科技支持和巡查检查等志

愿行动，补充加强文物安全相关工

作力量，推动试点工作。

目前，福建已依托世界文化遗

产“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等 7 种

不同类型文化遗产，成立 8 支试点

文物安全志愿者行动服务队伍，分

别是厦门思明区文物保护志愿服

务队、连江历史街区文物建筑群志

愿服务队、福州林则徐史迹志愿服

务队、古田会议旧址群志愿服务队、

永安抗战旧址群志愿服务队、泉州

海丝史迹志愿服务队、屏南漈下村

文物建筑群志愿服务队、福建省直

文物安全志愿服务队，共吸纳文博

行业人员、高校师生、法官助理、社

区干部等在册志愿人员 128名。

与会专家组现场研讨评审认为，

试点方案比较全面，贴近福建文物工

作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

栏目投稿邮箱：zgwhbnews@163.com

中小学开展非遗课程
应多提供“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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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市开展非遗传承人小分队走进

基层传承展示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学思）3 月 27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和北京服装学院联合主办的“额吉

牧歌”——内蒙古非遗传承人群扶

贫研培成果展在北京举行。此次

展览活动是北京服装学院参与，由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起的“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

培训计划”的研培成果之一，也是

该校研培计划成果首次亮相中国

国际时装周。

“额吉牧歌”，意为草原美好生

活 是 母 亲 一 针 一 线 缝 制 出 来 的 。

成果展重点呈现了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阿尔山市的树皮画和科尔

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绣两个项目

的非遗传承人群通过研培实现脱

贫 的 成 果 。 活 动 现 场 ，45 套 民 族

服 装 、30 套 民 族 元 素 的 设 计 创 新

服 装 、35 位 模 特 和 22 位 演 员 ，通

过生产、生活、盛典和感恩 4 个篇

章 ，展 现 了 蒙 古 族 特 有 的 文 化 风

情 。 经 典 的 传 统 元 素 、时 尚 的 创

新服饰、炫目的民族歌舞展演，传

递了蒙古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与向往。

2018 年以来，在文化和旅游部

的支持下，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委托北京服装学院为兴安盟

阿尔山市和科右中旗分别举办了 2

期非遗扶贫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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