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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今日至 11 日，“河洛飞花”

2024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建设成果展示展演活动在

我市举办。自国家级河洛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设立以来，洛阳紧

紧围绕“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

色鲜明、民众受益”的总体目标，

坚持“保护优先、整体保护、见人

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推动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人为本、薪火相传，在活态

传承中有效保护、在有效保护前

提下合理利用，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反映

在社会广泛参与、人人保护传承

的生动实践之中。

璀璨非遗，在保护传承中
绽放光彩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

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

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

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

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而设立的

特定区域。自国家级河洛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设立以来，我市紧扣

建设目标任务，认真落实主体责

任，坚持高位谋划、系统推进，高质

量编制《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

规划（2021—2035）》，印发《关于

推进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

设的实施意见》，深入实施河洛文

化调查记录研究等七大工程，推动

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我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9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40

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500余

项，诸多非遗项目成为传播河洛

文化的“金质名片”。

非遗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精

准的保护和传承。洛阳不断创新

工作思路和方法，采取抢救性保

护、整体性保护、数字化保护等多

样化保护措施，逐步构建起非遗

保护传承的新格局。

2017年3月，《洛阳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出台，该条例

明确规定了专项经费申报、传承

人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等内容，对

优秀的、传承困难的、濒危的非遗

项目给予补贴，迈出了保护非遗

的关键一步。

近年来，《洛阳市洛阳牡丹保

护与发展条例》《洛阳市关林保护

条例》相继出台，通过加强地方立

法有效促进文化遗产保护，让历

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近年来，洛阳通过对非遗传

承人的“综述片”“口述片”“传承

片”等影像、文字文本的收集，编纂

《洛阳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河洛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遗调查成

果汇编》等，助力非遗传承保护。

同时，洛阳还建立了四级项

目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

保护体系，制订传承人培训计划，

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目前，洛

阳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75名、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267名、县级非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千余名，越来越多的传承人

为推动非遗传承创新而不断努力。

跨界融合，让非遗“活起
来”“火起来”

傍晚时分，漫步洛邑古城，青

砖黛瓦、小桥流水，不少游客来这里

赴一场“汉服之约”。拍照打卡之

余，游客们还在这里近距离体验非

遗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雕叶为画的左丘叶雕、笛箫

漆艺坊的传统民俗乐器体验、六

千剧院的河洛戏曲吟唱……如

今，洛邑古城已进驻200余项非

遗项目，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非

遗活态展示，让游客在认识非遗

的同时，了解非遗背后的历史文

化、风土人情，更为直观地感受河

洛文化的魅力。

跨界融合，非遗焕新。洛阳深

入挖掘以非遗为主的河洛文化资

源，在致力于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

上，不断推动非遗“破圈”，探索“非

遗+”发展新路径，为非遗插上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金翅膀”。

漫步孟津区朝阳镇南石山

村，街道旁、农家小院的屋脊上和

门楼上，到处都有精美的唐三彩摆

件，仿佛进入了一座露天的唐三彩

陈列馆。近年来，该村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唐三彩烧制技

艺为核心，依托唐三彩非遗传习

所、唐三彩陶艺博物馆等打造三彩

研学基地，开发特色研学项目。

不仅如此，南石山村的众多

三彩工艺美术师，将非遗这一传

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相结合，开发

出“唐宫夜宴”“卡通十二生肖”等

特色文创产品，不仅让非遗“活”

了起来，也让村子成为远近闻名

的旅游景点。

将非遗与文创产品研发结合

起来，打造“洛阳礼物”“洛阳三彩”

“平乐牡丹画”等特色文创品牌，形

成了一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将非遗

与古村落、古民居保护结合起来，

形成了爱和小镇、青铜小镇等一

批非遗特色小镇；将非遗与研学旅

行结合起来，以非遗体验为重要

内容，策划推出了“文明之源，根

在河洛”等精品旅游线路……

洛阳将非遗与大众审美、科

技创新、时尚设计等融合创新发

展，衍生出了大批“非遗+”新业态，

让古老非遗在“活”起来的同时，

也为非遗传承增添了无限可能。

守正创新，让传统文化
融入百姓生活

非遗的保护传承，重在融入

现代生活、展现当代价值。近年

来，我市不断加大非遗展示馆、传

习所等非遗传承阵地建设力度，

并依托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开

设非遗公益课堂，着力营造“非遗

人人参与，发展与民共享”的文化

氛围。

竹编、槲包、剪纸……走进栾

川县的重渡沟景区，不少民宿推

出的特色非遗体验项目，吸引许

多游客入住体验。近年来，重渡

沟景区通过“民宿+非遗”发展路

径，将传统非遗资源与民宿产业

有效对接，丰富了民宿文化内涵，

增强了游客文化体验。

非遗项目不仅走进了民宿，

还走进了校园。近年来，洛阳职业

技术学院开设文物修复与保护、戏

曲表演等非遗相关专业，在所有人

文社科类专业开设剪纸、书法、茶

艺、洛绣等方向选修课程，推动“非

遗进校园”常态化、规范化。

同时，洛阳职业技术学院还

建设了马金凤戏曲艺术博物馆、

李树建戏曲艺术传承中心，致力

于豫剧马派和豫西调戏曲唱腔艺

术的传承及人才培养。

伊滨区木质烙画非遗传承人

高滨滨以社区邻里中心为基地建

立瓷木坊，带领社区居民设计出

一系列文创产品并推向市场；洛

龙区因地制宜将剪纸、戏曲等非

遗融入文化合作社志愿队伍，推

动非遗项目创新传承……

文脉传承千古，弦歌不辍当

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洛阳

高水平建设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持续夯实非遗保护

根基，巩固提升转化利用水平，积

极推动非遗文化融入人民生活，

让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

彩，焕发时代活力。

我市高水平建设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赓续历史文脉 绽放时代光彩

今年牡丹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春和景明”2024国家级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交流展示活动上的狮舞表演 洛报融媒记者 张光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