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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执法检查报告看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成效

文明新风润物细无声
——青海海东市乐都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落地开花

◎ 赵越

新闻集装箱

（上接A1版）
在万荣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

者不定期走进各村数智文化礼堂，为当地
村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的同
时，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也依托数智文
化礼堂这一阵地，积极开展“一月一主题”
文明实践活动。今年以来，闫景村先后开展
了“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关爱未来·
守护成长”“摒弃婚丧陋习 倡树文明新风”
等多场文明实践活动；北薛朝村周周有活
动、月月有主题，各种精彩的村民文化教育
活动轮番上演……

“阵地的生命力在于群众的使用，我们
希望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文化传
播、农技培训等活动为载体，吸引更多群众
走进数智文化礼堂，不断培养群众进礼堂、
用礼堂的习惯，让数智文化礼堂‘活’起来，
火起来，更好地发挥‘教育教化、乡风乡愁、
礼节礼仪、家德家风、文化文艺’的作用。”
冯清中说。

以文化人 在群众心中“种文化”

璀璨的灯光、热闹的摊贩、精彩纷呈的
表演，共同勾勒出解店镇北解村休闲文化
广场夜晚的人间烟火画卷。在这热闹的夜
市之中，群众自发组织的文艺节目表演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解村休闲文化广场是万荣县开放休
闲式数智文化礼堂的典型代表。“北解村休

闲文化广场让数智文化从室内走向室外、
从礼堂走向市场，变‘定点聚群众’为‘流动
找群众’。一开始是我们组织表演活动群众
看，渐渐地人气吸引过来了，群众也从观众
变成了表演者。”程宁向记者介绍，“其中表
演最积极的是各个‘妈妈团’。”

“妈妈团”是近年来活跃在万荣县城市
公园广场、农村游园舞台、红白喜事现场的
自发性群众组织，以20多岁到70多岁的

“妈妈们”为主，几乎遍布每个乡镇。为推动
乡土文化人才的“典型培树”“造血蓄能”，
万荣县今年组织开展了“乐善万荣妈妈团
大学习、大比武、大展演”活动，鼓励大家走
进文化礼堂排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曲目，并拟定将优胜团
队作品上传至“数智运城云礼堂”。

“数智文化礼堂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单
纯的供给，更在于双向互动，激发群众才
艺、让生活演绎文化、让群众繁荣文化，让
更多的优秀群众文化走进‘数智运城云礼
堂’，从而形成一种文化供给与文化创造双
向奔赴、互促互进的文化发展新格局。”冯
清中表示。

据介绍，接下来，万荣县将以“把服务
融入群众，把文化融入生活，把教育融入休
闲”的理念，继续探索提升、推广扩面，让数
智文化礼堂真正成为宣传党的科学理论、
巩固意识形态、传播核心价值、倡导文明新
风、繁荣群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和
美乡村的综合阵地。

为了让更多青少年儿
童接触和了解警用无人
机，近日，甘肃省肃南县公
安局开展“无人机”进校园
科普活动。肃南县公安局
警航中队民警在活动中向
小学生们介绍了警用无人
机的基本构造、工作原理
及安全飞行知识，并让小
学生们亲手操作，控制警
用无人机缓缓升空、盘旋、
降落。图为民警正在演示
无人机操控。 李志鹏摄

近年来，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不断探索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模式，以服务人民、宣传教育为
重点，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精心打造瞿昙耕读传
家精神传承馆、文艺成果展厅、老年幸福食堂等
阵地，让一颗颗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种子”在群众
心中开花、结果，并焕发出勃勃生机。

耕读传家精神传承馆弘扬好家风

瞿昙镇徐家台村高度重视教育，始终秉承
“耕读传家”，先后培养出300余名大学生，其中
包括11名博士研究生、26名硕士研究生、55名各
行各业工程师。

为了更好地弘扬“耕读传家”文化精神，乐都
区于2022年在徐家台村精心打造了瞿昙耕读传
家精神传承馆（以下简称传承馆），它是乐都耕读
传家的文化缩影，也是乐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传承馆分为人文乐都馆、毓秀瞿昙馆、和美
徐家台馆3个馆，是乐都区第一座集耕读文化、人
文底色、乡风文明、教育传承等于一体的展览馆。

“传承馆于2023年开馆，先后接待省、市、区机关
企事业单位、青少年等万余人，已成为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徐家台村党
支部书记徐世林介绍。

3个馆文化内涵丰富，布置各有特色，分别摆
放着当地出土的各种文物复制品，笔墨纸砚，博
士、硕士等各种荣誉证书，还有生活用品等，每个
馆墙壁上的照片和文字详细记录了乐都区、瞿昙
镇以及徐家台村的历史变迁。乐都馆展示了乐都
区历史文化、教育、民俗、历史溯源、历史人物、最
初的文字符号等；瞿昙馆介绍了瞿昙镇、瞿昙寺
教育传承情况和谢高峰、谢善述等瞿昙镇有名的
历史文化人物；徐家台村馆重点介绍了徐家台村
的教育发展历程，包含学校历史、第一代民办教
师、“七君子”“三博之家”等典型人物，徐家台村

和瞿昙寺之间的联系，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乐都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传承馆将

进一步推动“耕读传家”理念的传播，让“耕读传
家”成为河湟儿女共同的精神追求。

文艺成果展厅厚植家国情怀

走进乐都区融媒体中心5楼的文艺成果展
厅，仿佛置身于乐都区厚重的文艺文化“长
河”中。

只见展柜里放着《乐都名胜古迹》《乐都民俗
文化》《乐都民间文学选》《乐都柳湾彩陶文化》
《斑斓的夏季》《樱桃花开》等乐都区文艺工作者
创作的讴歌时代、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各种文艺作品。

这是乐都区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学习交
流、宣传推介而打造的阵地。乐都区人文渊薮，近
年来文化艺术人才不断涌现，文艺创作活动十分
活跃，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梯级文艺创作队
伍。截至目前，乐都区开展文艺创作的有1000余
人，其中从事文学创作的有150余人。

文艺成果展厅陈列的这些书籍见证了乐都
区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
展现了全区文艺工作者“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抒
怀”的实践成果，凸显了全区文艺工作者的家国
情怀和使命担当。

据了解，在乐都的文人队伍中，赵宽、吴栻、
唐世懋、谢善述等人的文学作品被广为流传。如
今，乐都的文学创作在青海文学发展史上占据重
要席位，作家们先后出版的散文集《无限乡愁到
高原》《凤凰坐骑》《白草台文丛》，诗集《无云的天
空》《彩虹记忆》《河湟寻梦》等作品，受到青海文
艺界的广泛关注。

乐都区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书
写，将为未来的乐都文艺事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
篇章。

幸福食堂吃出“暖心味道”

晚饭时间，雨润镇寿乐社区的老年幸福食堂
里飘出一阵香味，老人们围坐在餐桌前，一边聊
着天，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

寿乐社区老年幸福食堂面积800余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100人就餐。就餐区域宽敞明亮，环
境整洁干净，后厨区域洗菜池、炉灶、消毒柜等设
施一应俱全。“自打食堂开业后，我就经常在这里
吃饭，饭菜卫生、味美价廉，很不错！”辖区八旬老
人徐兰对食堂赞不绝口。

寿乐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付书辉介
绍，寿乐社区辖区总人口3743户、8500余人，70
岁以上老年人有1190人（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
291人），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相当普
遍，为此，乐都区委区政府、雨润镇人民政府结合
实际情况开办了老年幸福食堂。

寿乐社区还打造了集便民服务大厅、党群议
事亭、党员活动室、图书阅览室、书法绘画室、棋
牌娱乐室、儿童体验娱乐区等功能设施于一体的
党群服务中心，成立多支志愿服务队开展各类文
明实践活动，并为辖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等提
供日常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体娱乐、精神慰藉
等服务。

今年重阳节，寿乐社区组织辖区居民观看了
文艺演出。演出中，欢快的舞蹈、动听的萨克斯独
奏、豫剧演唱等精彩的节目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
声，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更是唱出了各族群众
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厚谊和热爱。演出结束后，寿
乐社区为辖区老年人准备了午餐和水果、蛋糕，
祝愿他们节日快乐，健康快乐度过晚年生活。

“这次文化娱乐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居民及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了中华民族敬老爱
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还展示了一个和谐、互助、友
好的文明社区形象。”付书辉说。

目前，我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国家、
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
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包含3610个子项）；
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名册），位居世界第一……

11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提请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报告指出，自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
施以来，国务院及各部门、各地方积极践行立法
宗旨，认真落实法律规定，采取有力措施推动非
遗保护和传承取得显著成效。一大批体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
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保护，非遗工作体制机制不断
健全完善，非遗保护理念持续深化，非遗服务当
代、造福人民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我国各级人大、政府积极推进非遗相关立
法，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与此同
时，保障支持力度持续加大。2011年以来，中央
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03.54亿元用于支持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传承、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开展传承活动等工作。全国现有非遗保护机
构2406个，文化和旅游部设立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成立
省级非遗保护中心。

报告显示，我国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日益健
全，已初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名录体系，认定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9万多人，设立23个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210多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调查记录等基础性工作稳步推进，文
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黄河流域非遗专项调查，
实施非遗记录工程，发布非遗数字化保护、数字
资源采集和著录行业标准。传播普及水平也不
断提升，“非遗在社区”“非遗进校园”等活动推
动非遗融入当代生活，《非遗里的中国》《非遗公
开课》等节目深受群众喜爱，许多非遗代表性项
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走出国门，探索讲好中国故
事的新路径。

近年来，非遗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卓有成效。
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的非遗保护传承。
加速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多地推出一批特色
鲜明的非遗旅游景点和旅游线路。助力乡村振
兴，全国共建设非遗工坊6700余家，其中2100
余家位于脱贫地区。赋能产业发展，推动非遗保
护传承与老字号创新发展融合联动。

报告同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取得
了积极成效，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了有力法治保
障，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予
以关注，积极研究解决。

比如，执法检查发现，一些地方对非遗工作
不够重视，经费投入不足，文化和旅游部门唱“独
角戏”；一些非遗项目传承人老龄化现象较为突
出，面临后继乏人风险；一些非遗项目缺乏融入
现代生产生活的有效措施和路径等。

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报告建议，提高政治站位，把牢非遗工作正确方
向；加大保障力度，推动法定责任全面落实；聚焦
体系建设，全面加强系统性保护；加强宣传展示，
增强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坚持守正创新，推进合
理利用、融合发展。 （新华社周玮）

本报讯（谭楚甲）日前，四川省达州
市举行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
首场巡回宣讲报告会。

报告会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代表、通川区红旗路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主任梁远君，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县代表、宣汉县委统战部
副部长、县民宗局局长王锡儒，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代表、通川区
清真寺管委会主任李开杰等紧紧围
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
线，结合自身经历和身边榜样，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丰富鲜活的事例，生
动讲述了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先进集
体的典型事迹。

一段段生动感人的故事如同一盏
明灯，激励更多人积极投身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推动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
相助，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
乡村里、邻里间、群众中画好一个又一
个同心圆，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氛
围。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向模范学习，
向模范看齐，立足本职，甘于奉献，争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

本报讯（宋敏）近日，2024年度静海
区“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
在北师大静海实验学校金声讲堂举行。

发布活动由静海区委宣传部、区精
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以“强国有我，
筑梦未来”为主题，通过生动鲜活的事
迹短片、感人奋进的故事讲述、形式多
样的舞台呈现，对15名静海区“新时代
好少年”的事迹进行集中发布，与会领
导分别为获得荣誉的15名新时代好少
年颁奖，并寄语他们要从小立大志、长
大做栋梁，始终胸怀梦想、坚定信仰、勤
奋学习，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发挥好榜样作用，带动全社会更多
人学习榜样、争做榜样，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发布仪式上，“天津好人”、国网天
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梁刚公布2024年

度静海区“新时代好少年”名单；2023年
天津市“新时代好少年”冯薪萌视频寄
语，2024年天津市“新时代好少年”马绍
洲发表获奖感言；“天津好人”、静海书
法家刘智莉向好少年颁发励志书法作
品并寄语。随后15名市级、区级“新时代
好少年”集体向全区广大青少年发出倡
议：争做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
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活动中，来自北师大静海实验学校
的学生表演了舞蹈《壮志少年行》，蔡公
庄镇四党口小学的学生带来合唱《家
乡》，区实验中学的学生表演二重唱《党
旗飘扬的方向》，区模范小学学生带来
朗诵《我可爱的祖国》，精彩的节目全面
展现了新时代静海青少年朝气蓬勃、自
信自强、奋发向上的力量。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4年第七版新闻记者证全国统一换发
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函〔2024〕176号）精神，我单位已对换发（申领）新闻记
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
示，公示期2024年11月7日至11月20日。举报电话为：028-86967147。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冉丹 徐铮 秦丽 官国雄 常新龙 丁莎莎 王林 赵青 周洁 袁矛 朱乔明 施华

琼 漆世平 罗园 王露 卢瑶 李林晅 刘旭飞 陈晓芸 王若森 向真 杨均 竹紫 张文
奇 徐艺嘉 朱芸芸 胡桂芳 王丽 任超 李红 吴海燕 任维佳 黄祎鸣 李尚维 曾淼
何勇海 陈早先 刘英卉 何纯佳 杜瑾萱 卢秋蓉 范巧 潘波 杨静 严崛

精神文明报社
2024年11月7日

本报讯（高茹钰）11月3日，2024西
安马拉松赛在永宁门鸣枪开跑，来自各
地的35000名选手齐聚古都西安，迎着
晨光激情开跑。

此次比赛共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
以及欢乐跑3个竞赛项目。上午7时30
分，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如离弦
之箭冲出起跑线，在永宁门前绘就了一
幅绚烂的画卷。彰显西安繁华与昌盛的
钟楼、拥有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大明宫
国家遗址公园、展现西安现代风貌与发
展活力的西安国际会展中心……选手
们在奔跑中，感受千年古都的历史风韵

与现代繁华，近距离体验绿色、创新、文
明、开放的西安。赛道两旁，市民纷纷拥
上街头，为选手们加油鼓劲，整个城市
洋溢着活力与激情。

据悉，西安马拉松赛创办于 2017
年，今年已是第七届，共有20.4万人报
名，成为继无锡、武汉、上海之后，国内
第四个20万+“俱乐部”。今年，西安马
拉松赛获评2024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
事。此前，“西马”还被中国田径协会授
予“金牌赛事”称号，被世界田联授予

“精英标牌赛事”称号，这些荣誉已成为
古城西安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

公 示

2024西安马拉松赛激情开跑

四川达州市举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
首场巡回宣讲报告会

天津静海区举行2024年“新时代好少年”
先进事迹发布仪式

青海省海东市精神文明建设风采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