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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
2024年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通过 20年实践，
中国已形成既符合自身国情、又与国际衔接，具
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体系。

近年来，中国一大批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项目
得到有效保护。各级人大、政府积极推进非遗
相关立法，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今年 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
出，目前，中国非遗资源总量近 87万项，国家、

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国
家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包含3610个子项）。认
定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万多
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068人。全国现有
非遗保护机构2406个。文化和旅游部设立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全部成立省级非遗保护中心。

通过建立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完善代表
性传承人制度、推进区域性整体保护，以及加快
传承体验设施建设，中国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日
益健全，传播普及水平不断提升，助力经济社会
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主席南希·
奥韦拉尔日前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
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付出大量努
力，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在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
员会第 19届常会上，由中国申报的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至此，中国共有 44个项目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

“中国文化悠久灿烂，春节申遗
成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此祝贺
中国人民。”奥韦拉尔对记者说，“中
国为保护文化遗产付出了大量努
力，值得许多国家借鉴。”

本届常会另一大亮点是“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
拱桥传统营造技艺”3 个中国遗产
项目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这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首次正式实
施转名录程序，意味着中国对非遗
的系统性保护成效显著，获得认可。

奥韦拉尔表示，中国非遗保护
政策措施值得肯定。“中国积极参
与各种文化公约和文化活动，并在
其中有突出表现，我们赞赏中国的
行动。”

她告诉记者，2003年通过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为非遗保护提供了许多
重要工具，各国都在为有效落实公
约而努力。不过，这项事业仍面临
多重挑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气候
变化与代际传承的中断。

“由于气候变化，部分社区已无
法获得制造传统工艺品或开展传统习俗所需的原材料，这
督促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强公约实施，这需要各国
的共同努力与承诺。”她说。

奥韦拉尔还认为，需要加深年青一代对民族文化遗产
的认知。

奥韦拉尔表示，非遗保护是各民族为强化身份认同、追
求传统文化代际传承而作出的共同努力。本届常会是一场
多元文化的盛会，有助于增进各民族间团结与互相了解。

“差异是我们成为人类的根本，也是我们的优势，人类
正是在这种多样性中蓬勃发展。我们是如此不同，但共同
之处在于，我们都拥有灿烂的文化。”她说。

新华社巴拉圭亚松森12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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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遗”项目数量
世界第一意味着什么

新华社记者 周永穗 朱雨博

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
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日前在巴拉
圭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
会上通过评审，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至此，中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其中，有39
个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4个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1个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

春节申遗成功有哪些重要意
义？中国是怎么做到非遗项目数量
世界第一的？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将
如何继续推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
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
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
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
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006年，春节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
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随着中
华文化海外传播范围的日趋扩大，春节在
全球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目前，世界上
有近 20个国家将农历新年定为法定节假
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
祝农历新年。去年第 78届联大还将农历
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中国代表团在巴拉圭申遗现场表示，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寄寓
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寄托了中国
人的家国情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人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在世代传承
中，该遗产项目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赋予
持久的精神力量，在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
谐、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也在世界舞台上促进着文明间的交
流交往交融。

中国代表团指出，春节申遗成功，有助
于弘扬和谐、和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
非遗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面向未
来，中国愿认真履行保护承诺，携手各方，
以非遗为桥梁和纽带，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促进世界文化多样
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中国代表团表示，中国将继续认
真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不断提升非遗系统性保护水平。同
时申报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
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非遗项
目，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
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巴拉圭当地时间 5 日，“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拱
桥传统营造技艺”3个遗产项目通过
评审，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
架下首次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

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为
例，该遗产项目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
以来，中国紧紧围绕该遗产项目后继
乏人的风险，通过支持鼓励传承人传
艺带徒，大力开展各类培训、纳入正
规教育等方式促进该遗产项目的传
承，传承群体由 1000 人增长至 2 万
人。在实现振兴的同时，该遗产项目
也为黎族群众特别是女性提供可持
续生计，为年青一代的全面教育提供
优质资源，为不同社区开展相互尊重
的对话等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代表
团表示，今后中国将基于该遗产项目
保护现状，继续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
措施维护文化多样性。

中国代表团指出，接下来，中国
将继续统筹运用整体性保护、分类保
护、生产性保护等方式，精准施策，不
断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力，
继续确保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成为
非遗保护的最广泛参与者和最大受
益者。
新华社巴拉圭亚松森1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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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中
国古羌城，当地羌族群众载歌载舞庆祝羌年

②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传承人符
永英用黎锦制作的手袋

③村民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古廊桥双
门桥参加非遗端午走桥民俗活动 新华社发

①①

本报讯（记者 秦华）第七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终评
近日在广东汕头举办，省文化馆组织
实施的志愿服务项目——“文化筑梦
绽放中原”河南省文化馆青少年文化
志愿服务行动荣获金奖。

本届大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央社
会工作部、民政部、水利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七
部委和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全
国 14000 余个志愿服务项目参与。
经组委会初评，评选出各省级赛会单
位、行业赛主办单位推报的优秀项目
1001个，其中排名前501的项目赴汕
头参加了全国赛终评路演答辩，评
委、监委通过线下集中评审的方式进
行了评审和交流。经过评审，151个

项目获得金奖，350个项目获得银奖，
500个项目获得铜奖。

“文化筑梦绽放中原”河南省文
化馆青少年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以文
化和旅游部全国遴选第四名的成绩
入选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专项推报
（共32个），代表文化和旅游部从全国
各省、高校、行业推报的 1209个项目
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全国赛终评，并
通过“中国青年志愿者”视频号、官方
微博全网直播。

该项目基于国家“双减”要求，自
2022年起培育实施，通过挖掘青少年
需求，发挥资源优势，探索“文教合
作”新模式，与学校签署战略协议，设
置“青少年志愿服务站”，组建以青少
年为主的文化志愿服务队，提供辅导

培训、非遗普及、解说导览、才艺展示
等机会和平台，“努力引导青少年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通过活动的举
办，青少年不仅锻炼了才艺，加深了
对中原历史文化的认识，更培养了志
愿精神。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自
2014 年举办以来，累计6万余个志愿
服务项目参与各级赛事展示交流，涵
盖乡村振兴、为老服务、关爱少年儿
童、阳光助残、环境保护、文明实践、卫
生健康、应急救援、社区治理与邻里守
望、节水护水、文化传播与旅游服务等
13个领域类别，已成为健全志愿服务
项目体系的有效途径、弘扬志愿精神
的重要载体、推进新时代志愿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终评举办

我省“文化筑梦绽放中原”喜获金奖

②② ③③

（上接一版）鼓励各开发区管委会、
县（市）区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依托区域
体育资源优势，积极打造武术、象棋等
全民健身活动赛事品牌，形成“一区一
品”品牌赛事活动。提升登封市少林功
夫、巩义市冰雪运动、郑州经开区超级
赛车运动、郑东新区水上运动、上街区
航空运动、荥阳市象棋等系列自主体育
赛事品牌影响力。

努力创建国际体育赛事名城，构建
短线与长线、城市形象与赛事形象、体
育与商业相结合的体育赛事发展格
局。支持登封市打造“功夫之都”，支持
荥阳市打造“象棋之都”。持续办好中
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郑州·黄河马
拉松等大型国际赛事。积极申办全国
综合性运动会，加强与知名赛事公司合
作，引进具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国
际精品体育赛事。

到 2025 年，全市年均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达到1000场次以上，力争承办国
际单项赛事2次，全国单项赛事1~2次；
到2035年，全市年均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达到2000场次以上，每年承办国际单
项赛事3~5次，长期承办国际单项赛事
1~2次，承办全国综合性运动会1次。

规划建设郑州国际体育
产业园区

“做活”体育产业。按照部署，我市
要争创一批国家级和省级体育产业
示范基地、示范单位和示范项目、区
域体育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到 2025
年，创建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 2个；到
2035 年，体育产业成为我市国民经济
支柱性产业。

规划建设集体育、旅游、休闲、娱
乐、文化、生活、康养、会议会展、商
务办公于一体的郑州国际体育产业
园区。

加大引进国内外体育优势企业、
品牌和项目，支持各类体育品牌企业
在我市设立研发中心、分支机构和生产
基地。鼓励重点企业开展连锁经营和
特许经营。

围绕“功夫郑州”品牌，打造登封
市国家级武术产业基地，创建环嵩山
体育旅游精品路线。支持上街区发展
航空运动产业，惠济区、荥阳市发展沿
黄露营地，新密市伏羲山、登封市嵩山
发展户外山地运动区，努力打造郑州
段沿黄体育文化旅游带。支持旅游景

区（点）举办特色体育赛事，开展“运动

郑州”体验活动，争创国家级和省级体

育旅游示范基地、精品线路。组建电

子竞技产业智库平台，推进电子竞技

产业发展。

推动市域体育文化国内外
广泛传播

“做大”体育影响力。助力“天地之

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品牌建设，打

造市域特色的体育文化，丰富各类赛事

活动体育文化内涵。加强登封市少林

武术、巩义市小相狮舞、荥阳市苌家拳

等非遗项目、民间（俗）体育项目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营造冰雪等新兴

项目运动文化氛围。

推动少林武术、健身气功（八段锦、

易筋经等）等市域传统体育项目“走出

去”，发挥体育多元价值，搭建多边交流

平台，推动体育运动与文化交流深度融

合。办好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国

际象棋博览会等活动，扩大中国功夫、

象棋等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市域体

育文化国内外广泛传播，增强城市品牌

影响力。

健身更便捷、赛事更丰富、产业更优化……体育郑州建设提质增速

明年郑州基本建成体育强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