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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安徽省文化厅关于支持文化类
特色小镇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文化类特
色小镇主要运用“文化+”的动力和路径有
效传承传统文化、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推动
文化资源整合、促进文化产业融合，使特色
小镇树立鲜明文化标识、形成文化产业集
聚，充分发挥文化在特色小镇宜业、宜居、
宜游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省建
设文化类特色小镇的重点任务包括推进历
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支持传统工
艺传承发展，支持传统戏曲传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安
徽要在中部崛起中闯出新路，不仅经济要
冲刺，文化也要冲刺，要紧扣创新型文化
强省建设，如何在传承中建设创新型文化
强省？

安徽省文化厅厅长袁华认为，重要任
务之一，是要着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构
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物
保护，继续推进一系列重大文物保护工
程。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推广，将传承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民间传
承、礼仪规范、文艺创作等各个方面，赋予
新意、创新形式，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
代生活。结合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
设、新型城镇化试点、传统古村落、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建设，努力构建
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和传承体系。开展
振兴传统戏曲、传统工艺、名师带徒、中华
典籍整理、非遗濒危项目采录等工程，开展
非遗进校园、进乡村等活动，发挥优秀文化
滋养心灵、滋润生活的作用。进一步整合、
发掘安徽文化品牌项目，加强文化交流，推
动安徽文化走出去。

在传承中建设创新型文化强省

合肥市蜀山区戏曲进校园展演

在传承中建设创新型文化强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加强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如何在
传承中建设创新型文化强省，安徽正在逐步完
成自己精彩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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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下午，合肥市蜀山区首届“小小戏曲家”校
园戏曲大赛决赛展演活动正式启动，京剧《梨花颂》及黄
梅戏《对话》、《鹊桥》等一批优秀剧目逐一登台亮相。来
自合肥市蜀山区区属中小学、幼儿园的“小戏曲家”们用
清亮的嗓音、唯美的扮相、生动的表演展现了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据蜀山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蜀山区于2016年
12月全面启动“戏曲进校园”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共成
立戏曲社团 39 个，涉及庐剧、黄梅戏、京剧、昆曲等多个
戏曲种类，30 所学校将戏曲知识纳入课程。下一步，该
区将继续加大投入，推动“戏曲进校园”活动全覆盖。而
在新站区，“戏曲进校园”已经达到了100%。

如何全面普及推广传统戏曲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学校的传播和普及？自2016年10月合肥市被
安徽省确定为“戏曲进校园”首批试点市以来，该市即精
心筹划了“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全省先行先试，探索创新

“戏曲进校园”活动工作体制机制，以庐剧、黄梅戏为重
点，兼顾其他戏曲剧种，开展“戏曲进校园十个一”工程，
并提出到2018年实现全市所有中小学戏曲演出、普及教
育、特色活动等全覆盖，让戏曲走进校园，让学生走近戏
曲，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

而在高校，“国风”同样代代传承。近日，由合肥工业
大学、安徽大学等10所高校学生联合在合肥工业大学翡
翠湖校区举办的国学文化节活动，由“国风七艺”迷你古
镇活动、国学文化竞赛活动和射礼活动三大模块组成，内
容包括国学知识竞赛、琴棋书画展演、传统礼仪等。

在国学文化节闭幕式暨射礼活动中，10余名身着汉
服的青年学生按照古礼的程序和礼制分别进行了射礼仪
式中的备礼迎宾、祭酒开礼、配耦纳射器、旅酬送宾等环
节，生动再现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射礼文化。

作为射礼活动的司射，合肥工业大学学生张建峰说：
“射礼在当下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再现和演绎，更是为了
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大学生当中广为流传，重视传统文
化，重视传统礼仪。”

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地区的文化记忆
和底蕴，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是一朝一
夕之功，而需要代代保护、代代传承，不断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常态化。

铜陵市于 2016 年底完成了国家第一
次可移动文物普查，铜陵市共发现登记可
移动文物 4471 件（套），进一步理清了文物
家底，促进了该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在项目建设方面，铜陵投资 850 万元
建设市非遗展示馆，目前项目建设和展品
征集工作同步进行，年底前即将建成开
放。完成了一批省、市保单位的修缮保护
工作；对国保单位金牛洞古采矿遗址和展
示厅进行“抢险加固”，古镇、古村落修建保
护成效显著，完成了对澜溪老街和龙潭肖
村的修缮工作，大大提升了古镇古村落的
文化影响力。

在增强非遗保护与传承活力方面，铜
陵市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
传统文化弘扬力度，着力推进非物质文化
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建立了失蜡法、白姜
制作技艺、东乡武术等非遗项目传习基
地。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日、节庆日举办丰
富多彩的非遗宣传展演活动，举办了《枞
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巡回展》、现场
剪纸展示、“随心车杯”全国龙舟赛等活动
提升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
参与度。拍摄非遗纪录片《拾遗》，展示了
铜陵非遗文化的厚度和传承。

为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常态化，该

市还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立法规划，在全
国率先启动了《铜陵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
用条例》，该《条例》已经获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次会议批准，即将于 2018 年 1
月1日颁布实施。

在池州，该市近年来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
针，不断健全机制，强化措施，多措并举推
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取得积极成效，呈
现良好局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记忆载
体，也是蕴藏民族精神的符号基因，更是培
育文化自信的有力抓手。为做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推广工作，加强文化人才队
伍建设，2015年7月，池州市启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师带徒”工程。经各地积极申
报，经专家评审、公示，确定了 9 个非遗项
目，10 位名师，35 位徒弟，进行为期 1 至 3
年的学习，旨在建立健全池州市非遗传承
推广机制，培养一支技艺精湛、素质优良、
适应池州发展需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才队伍。

“我从小就听父亲唱，所以对傩戏也十
分感兴趣。这几年，市里开展非遗‘名师带
徒’工程，作为传承人平时都在各地努力搜
集傩戏剧本，也积极寻找新人。近两年，每
年都带七八名徒弟，年轻的只有 13 岁，现
在都可以登台演出。”国家级非遗项目池州
傩戏国家级传承人姚家伟正是通过“名师
带徒”，将池州傩戏代代传承下来。

文化建设的安徽实践

文化保护和传承从校园抓起

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常态化

大学生观看民俗灯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