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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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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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在川菜博物馆，
小朋友在体验磨豆花。2008
年，豆瓣传统制作技艺（郫县豆
瓣传统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2021年，川菜烹饪
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
日，记者来到位于成都市郫都
区的川菜博物馆和四川省郫县
豆瓣股份有限公司，寻访“舌尖
上的非遗”。

新华社发

寻味四川
“舌尖上的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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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体育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始终践行着责任彩

票理念，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守护着祖国未来的希

望。此外，还通过不断加强体彩代销者的责任培训，将保护未

成年人的意识牢牢刻在心里。

每位购彩者都会对幸运中奖抱有期待。可是中奖本身就

是一件概率性事情，对于成熟购彩者来说，只要能以平和心态

理性面对，那么买彩票对于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意义和其

带来的乐趣，已经远大于对于中奖的渴望；但是对于未成年人

来说，既没有独立的自主掌控能力，心智尚未成熟，自制力不

够，又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大多数未成年人无法以平和的心态

正视购彩过程，因此，就需要成年人或者代销者帮助他们规范

行为，保护他们的成长。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以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他们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成

长环境。

此外，我们所购买的每一张彩票都具有公益性质，我们购

买的彩票其中会有一部分钱进入体彩公益金中，对社会作出贡

献。因此，购彩行为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助人为乐的公益行为，

帮自己实现梦想，更是在帮助他人，用这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理性地购彩。

对于成熟购彩者来说，购彩时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快乐购

彩、理性投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将购买彩票当作生活

的调味剂和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快乐购彩。

（省体彩管理中心供稿）

大力倡导理性购彩

复杂精巧的传统剪纸、仍在使用的活字

印刷术、古老技法的夹江年画……近年来，

非遗文化结合新时代元素创新发展，越来

越受到百姓的喜爱，古老非遗文化正渐渐

“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

蝶变”。

巧手融入“新生活”

山东省胶州市非遗剪纸艺人杨秀丽几

乎每次去学校讲课都会“拖堂”。用她自己

的话说，“学生们常常意犹未尽”。

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小

就喜爱剪纸的杨秀丽几十年来始终没放下

剪刀，30多次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剪纸大赛

中获奖。多年来，胶州市开展非遗进社区、

进校园活动，杨秀丽便成为非遗剪纸文化的

“宣传大使”。

“让学生和社区居民现场体验剪纸的魅

力，从而身体力行去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杨秀丽说，许多居民看到她创

作的新技艺彩色剪纸后很惊叹，“原来剪纸

也可以五彩斑斓”，在她的影响下也纷纷拿

起剪刀尝试剪纸。

在杨秀丽看来，非遗传承人不能将非遗

文化束之高阁，而应让它融入百姓生活，使百

姓受益。同时，还要结合新时代精神进行创

新，创作出让百姓喜闻乐见的非遗作品，只有

这样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愈放光彩。

为此，经过反复思考，杨秀丽在剪纸主

题与技艺方面不断创新，创作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崇廉尚法》等题材讴歌新时

代，受到群众好评。

古艺绘出“新风尚”

今年5月，浙江省温州瑞安市东源木活字

印刷术传承人王法万，“520”当天在网店销售

出了100多份用木活字印刷的复古婚书。

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已知唯一保

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迄今

已有800多年历史。2010年，它以“中国活字

印刷术”的名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木活字制作有20个环节，先用毛笔在木

头上写反字再雕刻，一个一厘米见方的字要

雕刻10多分钟。常用的字盘有1万个活字，

世代口传相授一首160字的口诀，熟记在心

后寻找活字非常快捷。

“我觉得要把老祖宗的东西传下去，做

文创是个好办法。”王法万说，2017年，他成

立了个人工作室，2019年又成立了公司。今

年高考前夕，他制作了几十组“金榜题名”木

活字模，赠送给瑞安中学的应届考生。他还

在全国部分旅游景区开了22家木活字体验

馆，让游客体验毕昇发明的木活字的神奇。

近年来，瑞安市大力实施木活字印刷活

态传承发展工程，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1600多万元，助力木活字印刷在新时代“绘”

就传统文化新风尚。

文化复兴“新时代”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温沙坪村曾是落

后边远的省级贫困村。2015年后，村里将非

遗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开发出“网红”农产

品，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亮点。

黄连麻糍是客家独有的传统糕点，其制

作技艺是江西省级非遗项目，也是温沙坪村

的“网红”农产品黄元米果的前身。

“游客最喜欢看我们制作黄元米果的过

程，有的还亲自上手试试。”村民龙小伟说。

黄元米果还带动了其他农产品——牛

肉、土鸡等销售。据当地村干部介绍，村里

已有12家农家乐，20余家民宿，一天可接待

游客300人，年户均增收3万元。因为乡村

旅游搞得好，村民平时会在直播带货时推介

家乡的好山好水，村庄也因此成为周边城市

居民的“网红打卡点”。

古老非遗文化结合新时代元素，正不断

融入百姓生活，焕发前所未有的新活力。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夹江年画传承

人张荣强自2008年以来十多年如一日，只为

恢复夹江年画失传已久的传统工艺，并于

2010年建立了夹江年画研究所。

“我曾经钻研了5年，就为了掌握夹江年

画天然颜料的提取和使用技艺。”张荣强说，

他甚至会为了复原一种颜色，而漫山去寻找

能够提取这种颜色的植物。

在张荣强的努力下，被原汁原味“复活”

的夹江年画走上了电商平台，虎年春节期间

曾一度脱销。古老非遗文化正悄然绽放着

新的生机。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古老非遗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新华社记者 王凯 冯源 袁慧晶

缤纷体彩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邰思聪）在北京市委社会工

委市民政局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

民政局二级巡视员张青之介绍，北京正式启动第四届北京市见

义勇为宣传月暨第十三届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社会化评选活

动。制止他人的家暴行为等情形，符合确认条件的，可以认定

为“见义勇为”。

张青之介绍，能够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的主要有四种情

形：一、同正在进行的侵犯国家、集体财产或者他人人身、财

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二、同正在进行的危害国

家安全、妨害公共安全或者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作

斗争的；三、在抢险救灾中，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国家、集体财

产或者他人生命财产的；四、其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

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免受正在遭受的侵害，不顾个人安危，挺

身救助的行为。

张青之表示，根据《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

《〈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实施办法》等法律法

规，例如制止他人的家暴行为等情形，符合确认条件的，可以认

定为“见义勇为”。

他强调：“‘见义勇为’必须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必须

是具有危险性，而且具有‘为他性’。”

据悉，评选表彰活动每三年一届，是以北京市政府名义进

行的常设表彰项目。目前，已表彰“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荣誉

市民和模范群体）”979人、“首都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先进

单位”79个。

北京明确：制止他人家暴行为可认定为“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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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熊丰）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公安部日前部署深入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严

管严控枪爆危险物品，严打严治枪爆违法犯罪，坚决消除影响

安全稳定的枪爆隐患，坚决铲除枪爆违法犯罪的滋生土壤。

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视频部署

会议10日召开。公安部要求，要始终保持对枪爆违法犯罪的

严打高压态势，既要铲除枪爆违法犯罪团伙，严惩涉案人员，又

要查清贩卖网络、贩运渠道、来源流向，彻底捣毁制售窝点。要

梳理挂牌一批重特大案件，组织开展多轮次全国集中打击收网

行动，切实形成有力震慑。要加强对民爆物品、烟花爆竹和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销售等全流程、闭环式安全监管，

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问题。

公安部要求，要深化推进“净网”行动，坚决斩断网络制贩

链条。要开展寄递物流行业排查整治，坚决摧毁非法枪爆物品

购运流通渠道。要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排查矛盾纠纷，严防发生

个人极端暴力案件。要挂牌整治一批重点县市，压实属地责

任，限期整改到位。要依托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及时发现查缴

非法枪爆物品。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开展集中清查收缴

行动，做到不遗不漏、不留死角。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和教育

活动，动员引导群众积极提供线索、主动上缴非法枪爆物品。

要加强边境查缉，坚决将非法枪爆物品阻挡在国门之外。

公安部部署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