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 至 5 日，文化和旅游

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温州开

展“非遗在社区”工作经验交流

活动。北京市、上海市、浙江

省、山东省、湖北省、广东省、四

川省等全国“非遗在社区”八个

试点城市所在省、市文化和旅

游部门相关人员参会，共同交

流探讨“非遗在社区”工作经

验，分析问题，解决难点，进一

步探索“非遗在社区”的模式和

路径。

8 月 5 日上午，“非遗在社

区”全国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温

州人民大会堂四楼新闻发布厅

举行。交流会由文化和旅游部

非遗司胡雁副司长主持，温州市

委常委、秘书长王军和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叶

菁分别致辞，温州市副市长陈应

许与会；浙江省温州市、北京市

东城区、上海市、山东省青岛市、

山东省东营市、湖北省荆州市、

广东省深圳市、四川省成都市

“非遗在社区”八个试点城市代

表交流发言；中山大学教授宋

俊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研究员蔡丰明（线上）两位

专家代表发言；文化和旅游部

非遗司王晨阳司长最后在线讲

话；其他省（区、市）文化和旅游

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

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非遗工作

有关领导线上参会。

王军秘书长致辞时表示，

温州文脉绵长，积淀深厚。此

次活动在温州举办，既是对温

州非遗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

也是对温州文旅事业发展的鼓

励鞭策。温州将以此为开端，

持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一是

传承好非遗文脉，坚持以“见人

见物见生活，共建共享共富有”

为导向，扎实推进“非遗在社

区”向在“景区、在街区、在园

区、在社区、在侨区”纵深发

展。二是展现好古城形象，实

施宋韵瓯风文化传输工程，全

景展现千年古城风貌和格局。

三是履行好时代使命，围绕争

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

市目标，深化全域旅游建设，大

力实施文化+战略，进一步增强

文化自觉、文化认可。

叶菁副厅长致辞说，浙江

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厚重，

非遗资源丰厚。温州市被列入

“非遗在社区”试点城市以来，

在非遗司的关心指导下，扎实

推进示范区创建，积极开展各

类活动，创新创造具有温州特

色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模式，为

试点工作探索积累了重要的经

验，产生了良好的效应。当前，

浙江正全面构建具有浙江特色

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打造新

时代非遗保护高地，推进“非遗

在社区”工作是其中一项重要

任务。浙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不断增进与各试点省市的

交流与合作，深入推进“非遗在

社区”试点工作，着力增强全社

会非遗保护意识，积极为全国

试点探索提供典型示范。

最后，王晨阳司长在线讲

话时说，八个“非遗在社区”试

点城市相互之间进行了交流，

相信大家都会有启发，有收

获。接下来，推进“非遗在社

区”将继续做好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非遗在社区”工作总

结。通过工作交流总结，把行

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提炼出来，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案

例。还要支持专家学者进行理

论研究，为开展“非遗在社区”

提供学术支撑。二是遴选一批

“非遗在社区”优秀案例。近两

年的试点工作，各地要结合本

地实际，加强与相关街道、社区

的调研、了解，遴选出本地的优

秀案例，并组织媒体对优秀案

例进行宣传报道。三是公布一

批“非遗在社区”示范点。研究

梳理“非遗在社区”示范点工

作，制定相关标准规范，非遗司

将适时启动全国“非遗在社区”

示范点创建工作。四是继续扩

大试点区域和范围。各地要积

极学习借鉴各试点城市的经验

做法，加强与试点城市交流研

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研究启

动“非遗在社区”工作，在试点

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推广。

温州历史悠久，文化积淀

深厚，素有“百工之乡”“戏曲故

里”等美誉。目前，全市共有人

类非遗4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35 项、国家级传承人 37
位，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45
项、省级传承人 230位，市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779项、市级传承

人933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之丰富，全国罕见。近年来，温

州非遗保护工作以“见人见物

见生活，共建共享共富有”为导

向，积极推进非遗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推进优秀传统

文化的活态传承保护。温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朱云华在做试点城市经验交

流时说，为增强非遗传承活力，

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

非遗保护工作，培育非遗在城

市中传承发展的土壤，促进非

遗在城市社区中广泛传承传

播。2017年温州市在鹿城区率

先开展非遗在社区试点工作，

2020年 10月，温州市被文化和

旅游部列为全国八个“非遗在

社区”试点城市之一。至今，大

部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已在条

件成熟的社区开展传承传播活

动，“非遗在社区”工作让温州

非遗落地生根，呈现勃勃生

机。自 2017年开展“非遗在社

区”工作以来，温州市本级非遗

保护发展指数评估连续 5年位

列浙江第一。

下一步，温州市文旅部门

还将继续在文化和旅游部和省

文化和旅游厅的指导下，利用

今年“东亚文化之都·中国温州

活动年”之机，继续深化“非遗

在社区”工作，实现“非遗在社

区”向在景区、在街区、在园区、

在校区、在侨区全面传承传播；

打响“瓯越非遗百家坊”主品

牌，实现公共文化空间新突破；

大力推进非遗生产性保护，以

非遗点亮乡村，带动乡村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

在本次“非遗在社区”全国

工作经验交流活动中，来自全

国的与会代表分别到温州的南

戏博物馆、华盖词场、非遗百家

坊、鹿城区新田园社区、永嘉县

瓯窑小镇等地对不同类型的

“非遗在社区”实践案例进行了

考察调研，进一步了解温州“非

遗在社区”试点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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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非遗文脉 推动文化繁荣

“非遗在社区”全国工作经验交流活动在温州举办
全国八个试点城市现场分享经验

▲王军秘书长致辞

▲考察”叶萌春艺术馆“（黄杨木雕） ▲参观鹿城区“华盖词场”▲参观鹿城区“华盖词场” ▲调研“非遗在社区”示范点——新田园社区 ▲参观南塘“瓯越非遗百家坊”

▲叶菁副厅长致辞▲叶菁副厅长致辞

▲朱云华局长介绍温州“非遗

在社区”工作经验

▲朱云华局长介绍温州“非遗

在社区”工作经验

▲交流活动现场

▲王晨阳司长线上讲话▲王晨阳司长线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