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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夜如意湖畔80项手工技艺带你穿越厚重历史

郑州非遗正迎来温暖春天

郑州2018跨年夜活动进入倒计时，这是一个展
示、传播郑州文化软实力的绝佳平台，这是值得期待的
郑州文化魅力绽放的特殊瞬间。届时，80家列入国
家、省市级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将亮相郑东新区如意湖
广场，现场展示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风采。

2017年对郑州非遗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10月
底，《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
面向全市征求意见，预示着郑州将在法律层面上助推
非遗保护与传承。

那新的一年，如何才能借助各方优势，让郑州这些
代表着中原地域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活”起
来，重焕生机？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文/图

参与跨年夜活动
的，以传统手工技
艺类为主

考虑到现场效果，此次参
与跨年夜活动的项目，以传统
手工技艺类为主。

据“文化跨年夜”非遗活
动现场负责人、郑州文化馆副
馆长张洪涛介绍，郑州市此次
以各区为单位，共计甄选了80
项非遗项目进行绝活绝技展
示，为了体现多样性，原则上
每个项目只挑选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郑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也
组团参与了此次活动。布老
虎、豫西剪纸、麦秆画、面塑、
葫芦烙画、糖画、云肩、宋氏风
筝、雕版印刷，说起此次参加
跨年夜活动的项目，该馆工作
人员刘彦军如数家珍。

“12月 31日，恰巧是郑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开馆
三周年的纪念日。”刘彦军开
心地说，三年来，雄伟壮观的
“小相狮舞”、流传千年的“新
密麻纸制作技艺”、豫中地区
独有的民间特色“猴加官”、中
原民间的“布艺堆绣”、“面
塑”、“嵩山木雕”等非遗项目
在馆内的呈现引起了大家广
泛关注，展示馆共接待集体和
个人参观约 50万人次。尤其
是二楼的“非遗体验区”自今
年 5月 1日起面向公众开放之
后，每周六日、节假日都有很
多人来体验非遗技艺。书法、
雕版印刷、老式织布、拉坯、手
指画、面塑、麦秆画、糖画、葫
芦烙画、绳结、纸艺花、香包制
作、布老虎制作，项目定期轮
换，为的是可以让市民多接
触、多体验，感受到不同非遗
项目的魅力。

作为此次小组领队，刘彦军
对跨年活动充满期待。“希望郑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在这样的
一个特殊的场合得到很广泛的
宣传，让更多人深入了解非遗技
艺，能够亲身接触和体验非遗魅
力，主动参与到非遗保护和传承
中来；希望更多人愿意来学习非
遗技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贡献河南人的力量。”

郑州市自 2006年开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已公布五
批共 18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其中有 59个项目入选省级
名录，6项入选国家级名录。

为了营造“文化相续”的自觉
传播环境，除了以“郑州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馆”为基地把市民请进
来，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更是经常组织非遗项目传承人
进社区、进学校、进公园、进广场，
利用多种高端平台、开展多种形式
宣传非遗项目及传承人。而异地
的交流，更是为强力推介郑州非遗
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赵利涛介绍，
2017年 6月，“郑新融合”郑州·新
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演宣传
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包括郑州市的
动态非遗项目3个、静态非遗项目
5个，新乡市的动态非遗项目9个、
静态非遗项目15个，二十四节气成
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
《张氏经络收放疗法》现场义诊及
非遗展板展出、非遗知识册页发放
等内容组成。我市省级非遗项目
太乙拳、登封大鼓书、荥阳笑伞等
动态展演及猴加官、香包、布老虎、
糖塑、纸雕等静态展示和现场制作
吸引了新乡广大观众，纷纷驻足观

看并和传承人交流学习制作技艺。
2017年 9月，为期一周的“文

同源·心相连”郑州非遗项目交流
展上，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甄选出登封窑陶瓷、嵩山木
雕、面塑、蛋雕、剪纸等116件非遗
展品，亮相台湾台东美术馆。中原
古今文明深深陶染了当地民众，令
人流连忘返。

而各方力量的参与，更是给郑
州非遗提供了发展的深厚土壤和
广阔平台。

2017年 11月 19日，华夏非遗
馆（中原馆）在郑东新区开馆。华
夏非遗馆是由经济日报社《经济》
杂志社等共同发起设立，以探索一
套可行性强且具有地方特色的非
遗城市发展方案为方向，目标3年
内在各地落成300家非遗馆，首期
30家，河南是第一站。

谈及为何首家会落户中原，华
夏非遗馆相关负责人张磊表示：“河
南是文化大省，文化底蕴深厚，郑州
作为河南省会，目前入列国家中心城
市，区域影响力巨大。后期我们会以
郑州为中心辐射河南18地市，集展
示、体验、国传、交流、创新、研究、孵
化、教育、培训等功能为一体。除了
向下深入，未来，各省与各省之间还
会形成有机互动，共同推进非遗在当
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近两年来，各地都开始挖掘当
地的非遗资源，通过视频、展览等
方式宣传推广非遗文化，并试图找
到可持续发展道路。而人才，是不
可绕道的一个关键要素，更是目前
非遗文化中的一大瓶颈。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
最初唤起民众保护意识的宣传，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普查与国家
名录的建立；从国家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再到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的建立与整
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
推向深入。目前，人才缺乏的短板
已经非常明显，未来尤其需要专业
人才参与到这项有意义的事业中
来。”国脉文化负责人李翔表示，早
在今年3月，国脉文化就与郑州旅
游职业学院签署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教学创业基地”合作协议，
开启了校企共建民族传统技艺专
业，弘扬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河南省培育非遗文化传承专业
人才的新航程。

记者在国脉文化见到了该院
“民族传统技艺”专业的三位新生，
来自新乡的张嘉伟，来自周口的汪
婷婷和来自信阳的刘佳佳。自 9
月入学以来，他们专业学习了剪
纸、刻板，并初涉陶艺，兴趣和信心
与日俱增。

汪婷婷说，最初填报志愿的时
候，家人并不支持，他们根本没听

说过“民族传统技艺”，担心毕业了
找不到工作，最后她找来各种报
道，给父母解释，才做通了父母
的思想工作。而如今对非遗有
着深刻理解、对刺绣极感兴趣的
婷婷，她的梦想早已不是找份糊
口的工作那么简单。“我想把刺
绣融入服装设计中，把汴绣这种
具有中原独特文化的服装带给
全世界爱美的人。”

据李翔透露，旅游职业学院
新校区专门为该专业提供了
6000平方米的场地，引进陶艺、
布艺、雕刻、民族乐器、书画、剧
目六大类代表性非遗传承技艺
项目。目前基础设施已经完工，
只待工作台、磨具等专业设备设
施入场。届时，该专业的学生将
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在生产中实
现教学相长。2017年 8月，郑州
市教育局命名了 24家中小学校
外教育基地，河南省国脉文化产
业园作为“民族文化教育基地”
入列其中 18家专业实践基地。

为非遗鼓与呼的冯骥才曾多次
强调：“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不是我
们现在拿它发财，我们要留给后人，
要给后人共享，我们必须要让后人
知道我们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它的源头是什么样子。”希望借助孩
子那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种下一颗
颗喜爱非遗的种子，在不久的将来，
开出神奇的花朵相互竞艳。

内与外联动
向全球播种中原文化，讲解郑州非遗

教与学相长，全方位培养非遗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