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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筹建非遗展示馆新馆

据了解，2021 年，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将积极筹划郑州市非遗展示馆
新馆建设，做好省级非遗项目数字化
档案整理工作。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非
遗项目档案管理工作，相关部门已对
全市60个省级非遗项目的基础数据和
资料进行整理，对项目的工艺流程、项
目内容进行拍摄，目前 60个项目已经
整理完毕。下一步，该局将对市级以
上非遗项目继续开展数字化整理工
作，加大对非遗项目的保护保存力度。

加大非遗传承人教育培训力度，
是提升非遗工作者文化素养的重要举
措。针对嵩山木雕、钧瓷、高浮雕传
拓、登封窑、曌亮香包等项目，我市积
极组织非遗传承人参加国家及外省、
市非遗文化交流活动，组团参加非遗
展会；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对民间文学、
民俗等非遗项目展开研讨，不断提升
对非遗项目分类指导的管理能力。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启动

我市非遗保护硕果累累
本报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

本报讯（记者 成燕 秦华）黄河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今日是“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为弘扬黄河文化，助力乡村振
兴，促进非遗保护，“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
南——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
赛”昨日在焦作启动。此次活动也是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省主会
场活动。

本次大赛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教育厅、浙江
省教育厅、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全
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源于浙江省
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创办于 2018
年，是浙江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
广的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赛事，在全
国率先探索出真题真做、“政校企村”四位
一体助力乡村振兴的浙江模式，2021 年
升级为全国赛事活动。

2021 年初，省文旅厅将该赛事引入
河南，决定举办“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
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大
赛采用“乡村出题+高校答题+成果落地”
的闭环模型，以“创意，让乡村更美好”为宗
旨，以“乡村+景区+古城”为出题方，设置

“黄河之村”非遗赋能空间、“黄河之礼”非
遗文创设计两个赛道，分调研选村、策划命
题、方案设计、建设实施、验收评奖、运营跟
踪6个阶段进行，以竞赛为平台，激发大学
生的创新活力，充分挖掘河南沿黄非遗资
源，讲好黄河非遗故事，用大学生的精彩创
意打造一批非遗展示空间、非遗创意产品，
从而强化非遗的活态保护，推动“非遗点亮
计划”实施，将河南非遗资源优势转化为助
力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优势，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乡村振兴
战略中体现河南的责任与担当。

自大赛筹备以来，全省各地报名踊
跃，经论证和实地调研，相关部门已确定
巩义市南岭新村、孟津区卫坡村、栾川县
重渡沟景区、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
区、郏县三郎庙村、林州市高家台村、浚县
古城、辉县市郭亮村、修武县云台山景区、
修武县裴庄村、温县陈家沟村、卢氏县新
坪村共 12个乡村、景区和古城为赛点，共
提供110个空间类赛题、58个文创类赛题
供全国大学生选择答题。

按照要求，此次竞赛指南发布后，各
参赛团队须于7月 6日前登录报名系统填
报团队基本信息及选题信息，完成初赛参
赛作品上传；7月 9日前各高校须完成校
内初赛和项目推荐；7月中旬大赛秘书处
将组织专家进行复赛评审，遴选出进入决
赛立项团队；7月下旬将组织训练营，对入
选团队进行专业培训、专家论证和现场指

导；9 月中旬，大赛秘书处将采用路演答
辩+项目成果验收形式评选获奖项目，并
举行颁奖及大赛闭幕式。

据了解，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
间，除举办该大赛启动仪式外，全省还将
开展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宣传活
动。其中，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举办“百年
百艺·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
《非遗法》颁布实施十周年系列活动 、云游
非遗·河南影像展 、2021年河南非遗购物
节、“百工献艺庆百年——河南非遗讲述
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展览等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将组织开展各类
活动 482项，其中包括动态展演类129项，
静态展示类 165项，培训传习类 15项，会
议讲座类14项，购物节相关活动27项，“六
进”类活动44项，非遗法相关活动35项，建
党百年献礼活动25项，其他类28项。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羿）今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围绕“文物映耀百年征程”主题，全市文博系统以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黄河历史文化，展示文物风
采，进一步提升公众的保护意识为主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宣
传活动。

据了解，郑州二七纪念馆将推出《星火初燃——共产党早期
组织与创建文物史料图片展》，以图片文字和文物展品相结合的
形式，向大家展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探索。《河南省“十三
五”时期革命文物工作成果展》则展示“十三五”期间二七纪念
塔、纪念堂和原铁路工人学校旧址保护利用成果。该馆还在开
展党史教育下基层活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郑州党史主
题展览》《不曾忘却的城市记忆》等展览和“二七革命文化”主题
报告送至郑州部分社区和学校，进行巡回展出。

“创世王都——郑州历史文物基本陈列展”“天地之中——
郑州历史文化展百年史话”“近现代郑州百年文物展”已在郑州
博物馆新馆开展。为保护传承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博物
馆结合《长渠缀珍——南水北调》展览中的文物，将开展“感受非
遗魅力”社教活动。此外还将开展“文物映耀百年征程”线上教
育活动，采用文案和“H5互动”相结合模式，结合郑州近百年来
的城市发展，使广大观众了解郑州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今天，郑州博物馆商都遗址分馆将在郑州城隍庙开展“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文物知识宣讲活动，宣传郑州文庙、城隍庙、商代
遗址文物知识。郑州博物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分馆则推出文物
遗址照片展和博物馆历史课堂进校园活动。郑州嵩山文明研究
院将在黄河博物馆旧址制作宣传条幅及展板，组织群众及志愿
者进行参观。内容包括：嵩山历史文化建筑群、黄河博物馆旧址
历史沿革、郑州市中心城区优秀近现代建筑。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天将在碧沙岗公园推出“献礼百
年 传承优秀文化”活动。同时，还将为群众提供义务文物鉴定；
专业人员还将带领观众走进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参观并讲解大河
村遗址的发掘成果。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将组织部分学校学生
参加研学课堂，现场直播制陶绘彩、钻木取火、纺线织布等研学
及非遗展演活动。

巩义市博物馆将推出“石刻拓印我动手”石刻拓印活动，为
观众讲授拓印知识，免费体验拓印；在展厅门口设立文物鉴定
台，免费为群众鉴定收藏品，向游客讲授文物知识。康百万庄园
管理处将在康百万庄园广场举办文物保护宣传活动。

巩义永定陵、杜甫故里 6月 12日实行门票半价。巩义市博
物馆提供免费讲解服务。登封市观星台和历史博物馆免费开
放。荥阳市在荥阳青台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举办“文物
映耀百年征程”主题活动，带领群众了解近期重大考古发现，探
源新石器时代星象文化。董天知故居、韩凤楼故居、八路军抗日
后方医院免费开放。

今天，新密市将在新密市溱水路溱园广场举办革命文物图
片展示、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博物馆免费开放宣传、精品文
物图片展示等。中牟博物馆、非遗展示馆、农耕文化博物馆将利
用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文物展览、博物馆直播等惠民服务。金
水区将联合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举办相关活动。惠济区免费开
放花园口决堤处纪念碑、花园口纪事广场、雕塑墙三处遗迹。

管城区将在商都遗址公园举办“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非
遗主题活动。郑州瞻世客家文化博物馆、郑州市丝路文化博物
馆将在商都遗址公园组织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社教活动。
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将围绕“穿越千年，感受厨房里的祖先智
慧”主题，组织中小学生或中老年人参观厨房博物馆，了解中国
厨房文化，感受祖先智慧，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蔡宏炬 文/图）为进一步
提高人民群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营造遗产保护良好社会氛围，登封市积极部署，全力
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

中岳嵩山南麓的登封市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4处 26项，是全国拥有国保单位最多的县（市），也是河南
省 5处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近年来，登封市积极打造国
家级监测预警体系，大力实施“文物活化利用”工程，并于
2020年 9月投资 1.53亿元，实施嵩山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
融合示范项目，对少室阙、会善寺、启母阙等 7处文物景点
进行规范提升，使环嵩山文化旅游带文化遗产的基础设施、
外部环境、服务设施愈加完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实现保
护与发展共进双赢，“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保护管理获最
高5星级荣誉。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登封市围绕“人民的非遗 人
民共享”活动主题，组织登封窑、河洛大鼓、嵩阳宝剑、玉雕、
根雕、烙画、银饰及烧饼、芥丝等20余个非遗项目，在“天地
之中”地标点和二十四节气肇始地观星台进行集中宣传展
示，向游客和当地群众宣传展示登封优秀非遗文化和世界
文化遗产。

同时，游客可凭有效证件免费参观观星台、登封历史博
物馆、徐庄八路军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等景点和红色革命
遗址。通过播放LED滚动字幕、制作横幅、发放文物宣传册、
系列宣传等形式多方位、多角度，围绕“天地之中”历史建筑
群八处十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遗项目进行宣传报道，进一
步提升登封文化遗产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游客和市民
珍爱文物、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思想意识。

庆祝“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郑州文博系统
推出多项活动

登封市举办系列活动展示
非遗文化和世界文化遗产

“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

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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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代表性项目异彩纷呈

在宣传展示活动现场，记者看到，由市文旅
部门精心挑选的超化吹歌、泥塑、惠济桥狮舞
等 53 个非遗代表性项目现场进行展示展演。
其中既有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的静态展示项
目，也有互动性较强的非遗美食体验和中医义
诊活动。

缤纷舞台上，超化吹歌、河洛大鼓、河南坠
子、豫剧、唢呐、惠济桥狮舞、双流星、抖空竹等
现场展演项目精彩纷呈，吸引现场观众沉浸在
郑州优秀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中。分布在广场
上的几十个非遗展台更是热闹非凡。在非遗展
台前，“李氏圆炁针”第六代传承人李威格外忙
碌，前来咨询的市民排成长队。据李威介绍，作
为东方医学组成部分的针灸，在形成、应用和发
展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与地域
特征，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和科学传统产生的
宝贵遗产；2010 年，中医针灸成功入列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她最擅长的“七寸长
针”，在《黄帝内经·灵枢》的“九针论”中也有记
载：“长针为之治针，长七寸，必长其身，锋其末，
可以取深邪远痹，重症顽疾。”

民以食为天。在葛记焖饼、蔡记蒸饺、老汤猪
蹄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展示区，不少非遗传承人
现场制作焖饼、蒸饺等美食让市民免费品尝，大家
排成长队等候品尝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非遗
产品，感受着博大精深的中原传统餐饮文化。

城市因人文而兴，人文因传承而精彩，非遗
传承人的一招一式、一笔一画、一针一线中，传承
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技艺。一把
小剪刀，一张普通的红纸……短短两分钟，一张
美丽的祥云图案的剪纸便呈现出来，活动现场，
几位非遗传承人的剪纸艺术令人惊艳。

毛线编织是一种流行广泛的民间工艺，它
常用于制作服饰用品。随着科技发展，会编织
技术的人越来越少。活动现场，不少市民被毛
线编织出的栩栩如生的花卉造型、小动物等非
遗作品深深吸引。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
十周年。在“非遗法”宣传活动区，一块块图文
并茂的宣传展板一字排开，吸引众多群众深度
了解非遗法规知识。

系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除了该现场宣传展示活动，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还于 6月 11日至 23
日在郑州美术馆（瑞达馆）举办“百工
献艺庆百年”非遗展览。此次展览精
选全市近 200件优秀非遗作品，展品
主要聚焦党史、革命战争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等主题，通过玉
雕、剪纸、面塑、烙画等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表达广大非遗传承人对党的热
爱，集中反映党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
视、关心和关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举办的非遗摄影展也将于 6月 14
日至 30 日在市广电中心 A 座举办。
该展览通过图片形式集中展示郑州
非遗类优秀文化旅游资源以及我市
近年来非遗保护工作成果。

非遗保护工作
收获累累硕果

据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非
遗处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已
基本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
遗保护名录体系，二十四节气已
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我市县区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达 791个，市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达 313个，省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达 60个，6个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分别为黄帝拜祖祭典、少
林功夫、超化吹歌、苌家拳、小相
狮舞、登封窑陶瓷烧制技艺；全
市拥有县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693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231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48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5人。

2020 年，市委宣传部、市财
政局、市文广旅局联合制定《关
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
展实施方案》，对今后一段时期
全市非遗保护工作做出部署。
目前，我市还正在制定《黄河流
域郑州段非遗保护规划》，积极
推动《郑州市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 奖 励 扶 持 资 金 暂 行 管 理 办
法》出台。

为做好全市非遗保护宣传
工作，相关部门在每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及部分传统假
日组织开展全市非遗展示
展演活动；同时坚持开展
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在
文旅部部署传统戏剧进校
园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增 加 了
非遗表演和非遗讲座进校园
内容。据统计，近两年来，我
市 已 开 展 非 遗 进 校 园 活 动
430 余次。

强化非遗传承
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我市还进一步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郑州市拥有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示范性展馆（含传习所）
16个，市级非遗示范性展馆（含传
习所）18个。其中，郑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分门别类、集中展
示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
就，成为我市传承、展示、宣传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阵地。各县
（市、区）文化馆也设有非遗展示馆
（区），这些场馆常年免费对外开
放，经常组织传承宣传活动，有效
促进了非遗文化的传播，巩固了我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文化遗产是传承国家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不可再生的珍贵
资源。今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绕“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主题，
昨日上午，郑州市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在金水区
绿荫公园启动，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厚重而多彩的中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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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演奏古琴演奏

烙画烙画

超化吹歌超化吹歌

鲁班锁技艺鲁班锁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