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2 月份，在北
京召开的 2024 年全国非遗
保护工作会议上，省文旅厅
党组书记、厅长黄东升以

《让非遗之光点亮中原大

地》为题作了交流发言，介
绍了我省在非遗保护传承
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展示了
我省非遗创新发展的丰硕
成果。

省文旅厅在2024年全国非遗保护
工作会上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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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承非遗 讲好“黄河故事”
2024年河南非遗十件大事发布

时光荏苒，新的一年如约而
至。回望2024，河南非遗取得了
哪些令人瞩目的成果？昨日，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2024 年
河南非遗十件大事，梳理盘点河
南非遗在这一年收获的新成就、
新亮点、新收获。

2024 年 9 月下旬，启动
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
化遗产司主办、省文旅厅承
办、沿黄九省（区）文化和旅
游厅协办的“黄河岸边话非
遗”直播活动。邀请来自九

省（区）的青海花儿、蜀绣、
泥塑等非遗项目和传承人
做客河南非遗直播间和直
播广场，展现九省（区）非遗
的时代魅力。目前已举办 6
期，网络播放量近800万次。

沿黄九省（区）“黄河岸边话非遗”
直播活动创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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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机制秘书处作用，
牵 头 起 草 省 级 地 方 标 准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
产 保 护 数 字 化 建 设 规
范》。该标准强调借助数

字技术加强对黄河流域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承，2024年 5月份经报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成功获批立
项并上报国家。

省级地方标准获批立项 33

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说唱文化（宝丰）生态
保护实验区打造“春和景
明”“河洛飞花”“说唱宝丰
幸福家园”“河洛非遗新青

年”等品牌活动，展现本地
非遗保护传承成果，促进非
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践行“人民的非遗 人
民共享”主题。

生态区品牌活动大放异彩 44

2024年7月1日，河南非
遗美学馆正式开馆，该馆对
公众免费开放，以“非遗生
长”为设计理念，以非遗艺术
装置与空间营造为亮点，是

集非遗展示、研究、创新为一
体的美学空间。开馆以来先
后举办“生长——河南非遗
创意成果展”等展览15场，吸
引5.5万名群众前来参观。

河南非遗美学馆正式开馆 55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创意和智能设计实验室创
新推出“马街书会AR”“太极
拳交互体验”数字化项目，
通过数字化技术让观众感

受传统文化的深刻魅力，在
河南非遗美学馆和第八届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展出期间受到广大游客
的好评。

“马街书会AR”“太极拳交互体验”
打造沉浸式体验

66

经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许昌市钧瓷文化保
护和发展条例》于2024年10
月1日正式施行。该条例是
许昌市获得地方立法权以

来制定出台的第一部历史
文化保护发展方面的地方
性法规，对于推动钧瓷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

《许昌市钧瓷文化保护和发展条例》正式施行88

2024年 10月份，我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智
慧化中心、平顶山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滑县文化
广电体育旅游局 3个集体
获评为全国非遗保护工作

“先进集体”，宋兆普、栾海
宁、葛磊、苗长强、王纲、申
小梅 6名个人获评为全国
非 遗 保 护 工 作“ 先 进 个
人”。11月份，我省钧瓷烧
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任星航入选 2023“中国
非遗年度人物”。

我省部分单位
和个人获得国家
层级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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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份，我省
立项 266 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科研课题，以此推动全
省文旅管理部门、高校、科
研单位参与我省非遗研究

保护，鼓励更多的人投身
非遗的传承发展，进一步
夯实我省非遗队伍建设，
提升我省非遗系统性保护
水平。

266个科研课题获批立项 77

我省多个非遗项目与传
承人参加“新疆是个好地方”
对口援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第八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会、第二届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年会等全国性
活动。太极拳传承人陈炳、钧
瓷烧制技艺传承人任星航参
与央视《守护非遗之美》节目
拍摄。《永不落幕的马街书会》
专题片上线抖音、快手等平
台，成为网络爆款视频。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开展假日非遗游园会，创新
推出“非遗货郎车”和“少
年·传承——生生不息的非
遗研学之旅”等活动。开封
市举办34期“非遗市集”，鹤
壁浚县春节期间组织“古城
过大年”活动，新乡市打造

“石榴花开”非遗主题展，三
门峡陕州地坑院推出“金秋
花灯游园会”，信阳市开展

“茶文化节”活动，济源市启
动太极阳光行动，南阳市举
行多场中医药类非遗项目义
诊活动，濮阳、漯河、驻马店
等地持续举办“非遗进景区”
活动，全省上下形成了非遗
融入现代生活、助力全省文
旅文创融合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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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特色

1010

记者 秦华/文
河南省文旅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