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想汇报 非物质
文化遗产高三(大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最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想汇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高三
优质篇一

“快点走，不然就慢了!”操场上怎么这么热闹?原来是正在
举行非遗展活动啊!

操场上人山人海，让我感觉到我是多么的渺小。我和黄晶走
在一起，就像以前黄晶和郑灵灵一样亲密。

首先， 我们去看了“画”。那可不是一幅普通的“画”，是
用彩泥搓成的画。那位阿姨细心地搓着一个绿色的彩泥。这
可不像橡皮泥那样好玩，是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做好的。

然后，我们去看了木雕。虽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木雕
还是石雕。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那千奇百怪的外表，
比彩虹都要美丽。

虽然有许多人不喜欢瓯绣、发绣，但我却对它们情有独钟，
花了最多的时间来观看它们。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天天想着
当一位有几匹马的服装设计师，为大家设计一些独一无二
的“专属服”。

我们先来看“我眼中的瓯绣”。那是一个神圣的艺术，需要
足够的耐心和技巧，绝对不能马虎，否则就会被刺伤。要做



瓯绣就一定要懂画画，色彩感是必不可少的。这位做瓯绣的
阿姨，正在缝一幅名叫“绣球”的画。只见阿姨的手把针往
下钻，再从下面钻上来，巧得不得了。如果那幅画是朵云的
话，那么阿姨的手就是一条在云海里腾云驾雾的飞龙了。再
看旁边的一只小狐狸，双眼水灵灵的，鼻子并不是完完全全
圆溜溜的，尾巴摇来摇去，用友好的眼神望着我，仿佛在和
我打招呼。我忽然感到不对劲。少见的狐狸怎么出现在这呢?
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只缝起来的狐狸罢了。

同样是绣，但它却有着不同的“性格”，那就是——发绣。

要做发绣，就必须具备和瓯绣一样的条件。但有一点很困难，
因为发绣全部都是用真发做成，所以色彩感必须超强。做发
绣的阿姨，总是时不时地拿出真发，套上去。而且套的时候
也得十分小心，要套到洞里头，千万不要套在外面，不然不
仅缝得不好看，而且还会刺伤自己。

“这是画的吧?”一个大哥哥对一幅绣起来的“叔叔”起了疑
心。的确，这幅画缝得太逼真了，所有的细节都缝到位了，
连一根短胡须都不肯放过。我不去理会他，因为那时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和做发绣的阿姨了。

“看，是陈正昊!”黄晶的一声惊叫，把我从自己的世界里拉
了出来。当时我正一心一意地看着发绣，都已经入迷了呢!陈
正昊向我们走来，手里拿着一张书签。“看，好看吧?”陈正
昊把书签给我看：“这是从印画那里买来的哟!”陈正昊继续
显摆着，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走了。我们去印画那里看了一
下，觉得没意思，便走了。

“现在我们去哪呢?”黄晶说：“我们去看木偶吧!”

木偶们穿着“绚丽多彩”的演出服，有着各种各样的脸蛋。
邹老师给我和木偶拍了几张照后，木偶们就要“走”了。
“byebye”“再见”......一片告别的海洋涌了上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能在有趣中获取知识的艺术。我会坚
持我的理想，成为一个好的服装设计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欢乐。

荷叶、莲蓬、金鱼、桃子、元宝……看着眼前摆放着几十个
形态各异的榼子，那栩栩如生的图案、深浅不一的纹路，让
我目不暇接。这就是我们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王家葛村最
负盛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葛村榼子”。

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村里的叔叔伯伯们手里握着木锤和凿子，
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一块木头，不一会儿，几道深深浅浅的纹
路就出现在木头上。爸爸告诉我，那是在雕刻榼子，一种用
来加工制作花样面饽饽的模具。每年的七夕节，妈妈和奶奶
总会用很多刻有各式各样图案的榼子，来制作我喜欢的小面
食。有小巧的花篮、胖胖的金鱼、展翅的小鸟、圆圆的小
锁……花样可真多，我们把它叫做“饽花”或者“巧果子”。
饽花烤熟以后，妈妈会找来一根红绳，把它们串成项链挂在
我的脖子上，让我边玩边吃，说吃了巧果子，孩子会心灵手
巧。小时候，我每次兴奋地戴着“巧果项链”一步三摇地在
大街上晃悠，总能碰到几个和我一样的小朋友，大家聚在一
起互相翻看这巧果子上的图案，评比着谁的更漂亮，心里甭
提有多高兴了。

对于这种能制作出各种花样面食的榼子，我始终怀有一种强
烈的好奇心，时常跑到邻居王伯伯家里去看他制作榼子，摸
摸这里，动动那里。爸爸见我实在好奇，便把“葛村榼子”
的一些故事讲给我听。原来，我们“葛村榼子”有超过200年
的历史了，做一个榼子要经过选料、画纸样、弯锯切割、电
刨抛光、凿框刻花等一系列工序，要用到圆凿、弯铲、平铲、
木质手锤等大小30余种雕刻工具，图案采用浮雕与线刻相结
合的方法刻成，既具有实用性，又富有装饰性……听着爸爸
的讲述，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原来我只看到了榼子的可爱
和漂亮，没看到它背后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咱们‘葛村榼
子’在2012年就入选青岛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呢，祖祖



辈辈传下来的技艺，到现在传的不光是手艺，还有历史和文
化了。”爸爸对我说。

听了伯伯的话，我默默拿起一个榼子，触摸着上面的纹路，
欣赏着那栩栩如生的图案，我深深意识到，一块块普通的木
头，在榼子匠人的手中被重新赋予了生命，但不论榼子的花
样如何改变，时代如何发展，这门传承了200多年的老手艺，
都已经成了王家葛村人的坚守。

我作为一名王家葛村人，从小吃着榼子做的面食长大，应当
学习老一辈人对传统技艺的热爱和坚守，主动守护、传承和
发扬榼子制作技艺，让它不仅成为一种面食制作工具，更成
为祖国传统工艺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这可是一个新兴的节日，来到家乡亦
不过只是短短五个年头。可就是这个新颖的节日，唤起了人
们心中对古朴古韵的无限情感。

“嘀嘀哒——嘀嘀哒——”老街上敲敲打打，好不热闹。大
红的花轿，敬业的轿夫，专业的司仪队，好像真的把我们带
回了许多年前的那个大喜日子。人们聚在一旁，老人家们更
是议论个不停“我们以前啊——”，是啊，如果不是这样特
殊的怀古节日，谁还能回忆起那快被遗忘的老时光?沿着老街
继续前行，我发现类似的风俗节目还真不少。编箩筐的，制
草鞋的，泥刻的，剪纸的……令人眼花缭乱[注： 缭乱：纷
乱。看着复杂纷繁的东西而感到迷乱。也比喻事物复杂，无
法辨清。]。没有隆隆作响的大机器，只是手工制作，也能做
出一份特别的精巧与细腻。

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奶奶引起了我的注意。白白的头发，满布
的皱纹，似乎都在宣告着主人所经历的风霜。可她非但没被
无情的岁月所击垮，反而保持着一种历练后的轻巧。一个木
架，几缕布线，你也许很难想象这怎么能织成一匹精细却又
不失结实实用的布。可在老奶奶的手中，这起起，那勾勾，



色彩鲜明的十二生肖像就应运而生[注： 应：顺应;运：原指
天命，泛指时机。旧指应天命而产生。现指适应时机而产生。
]。这条线连着那条线，那条线又压着这条线，细细的丝线一
头连接着现代，而另一头的历史却好像与我们渐行渐远。

老奶奶身后是一幢古朴的小楼，里面展出的是许多楼主从各
个地方搜寻来的古物。大到雕花木床，小到锅碗瓢盆，上面
的图案无不精美细致，栩栩如生[注： 栩栩：活泼生动的样
子。指艺术形象非常逼真，如同活的一样。]。就连乍看普通
的木盆也有不平凡之处，所刻的八仙过海中八个人物神情各
有不同。有的桀骜，有的不羁，有的和蔼，有的慈祥，简直
要把这八位仙风道骨[注： 骨：气概。仙人的风度，道长的
气概。形容人的风骨神采与众不同。]的仙家刻活了。

我们在变懒吗?确实，一系列工业文明机器的诞生，使我们忘
记了手工，忘记了祖先的那份钻研与探索。可这些真的能代
替一切吗?现代的技术也许模仿出它们的样子，却少了几分手
工的灵动;可以做的比他们更丰富，更多彩，却又少了几分历
史的古香古色。正如我无法推断出那些令人难以置信[注：
不容易相信。]的手工杰作花费了制作者多少的时间与精力，
在这年头，已经很少会有人这么“慢”的去做一件事了。

如今的我们渴望一切物质，但殊不知一种更加伟大的精神财
富才是真正的遗产。我想，这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
意义之一吧!

灯笼，大家一定都再熟悉不过了吧?但是自己制作灯笼实属幸
运，10月25日上午，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宝昌东南方向的雪军
灯笼厂，在这里进行了参观采访，并且亲自动手制作了灯笼。

灯笼是中国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一千八百多年的悠
久历史，早些年间的灯笼都是用纸做的，而且里面装的是蜡
烛，而现在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使用了各种材料，里面放
的是电子蜡烛。



灯笼厂的白经理是灯笼制作的第四代传人，她带我们到了展
厅，这里有很多灯笼，非常漂亮，大的、小的、各种形状的、
各种颜色的有200多种，每一种都很别致，还收藏了西汉时期
的.纸灯笼，看的我眼花缭乱。白经理告诉我们这里所有的灯
笼都是纯手工编织并且非常复杂，足足有40多道工序，需要
很多工人配合完成，这里的布也是他们自己染的，只用五种
颜色配色，但是颜色却非常的丰富，这些灯笼大多都是复古
风格，展现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用于电影拍摄，
销量供不应求，销售到国外好多个国家，在全国只有宝昌一
个加工车间，在北京设有销售点，说到这里我心里还不由得
有点小激动，身在宝昌也是很幸运的呀!

回到制作灯笼的车间，白经理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制作灯笼
的材料，灯笼架、八块彩绸，画笔和胶水，我和我的伙伴把
画布交叉的搭配了一下，这样显得好看，我们仔细听着白经
理给我们展示制作灯笼的过程，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动手制
作，看着挺简单制作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一点一点地
按照白经理教的先把胶水抹好，然后再把布放到合适的位置，
从中间一点一点地往两边按压，就这样一片布就沾好了，用
同样的手法我终于沾到了最后一片，由于没有了空隙，我只
能把手伸进里面去按压，手上沾了很多胶水，看着我做好的
灯笼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决定要把自己的作品带回家。

白经理帮我们安好了灯芯和举灯笼的挑棍，整个灯笼变得更
加的漂亮了，老师还给我们美美的拍了一张照片，我非常高
兴能参加这次采访，让我增长了许多知识。

中国，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与
文明史。人口约13亿，是当之无愧的大国。交织着现代气息
和古代文明，仿佛历经沧桑却又重新焕发青春的苍天古树，
屹立在世界东方。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是这棵参天大树上
一个主要的枝干。

初次认识非物资文化是在家乡的展览会上。那时，一位年近



九十的老奶奶引起了我的注意。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
似乎都在宣告着主人所经历的风霜。可这些却丝毫掩盖不住
她对音乐的热爱，一曲《高山流水》缓缓地流进了我们的心
田，时而急，时而缓。一会儿如高耸入云的泰山一样雄伟壮
观。一会儿又似滚滚江水般宽广浩荡，细细的琴弦一头连接
着现代，而另一头的历史却好像与我们渐行渐远。

看了这些精彩的表演，奶奶仰望天穹，布满皱纹的脸上漾出
喜悦的神情，可是，没几分钟，她似乎又想起了什么，陷入
了沉思，只见她低下头，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
地说：孩子，好好珍惜这美好的一切吧。我似懂非懂地点了
点头。

说完，只见她的眼角上闪烁着晶莹的泪珠，她再一次仰望天
空，脸上的笑容就像天边的红霞一样的灿烂。

最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想汇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高三
优质篇二

2、感受文化的色彩，领悟传承的真谛。

3、中国和黄色的宝藏，全国第一。

4、文化底蕴铸就硕果，精神文明开新花。

5、保护文化遗产，尊重人类创造。

6、每个人都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宣传者。

7、保留这些文物，给后代留下一些回忆。

8、保护文化遗产，共享文明和谐。



9、保留我们的根，离开我们的感觉。

10、保护文化遗产，彰显和谐中国。

11、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第一财富。

12、关爱古老文明，共享和谐生活。

13、文化传承文艺复兴，社会和谐文明。

14、保留天地之间的历史，再现中华五千年。

15、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明。

16、守护文化遗产，共建精神家园。

17、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

18、保护文化遗产，振兴中华之源。

19、文化传承，人类精神家园的传承，文明同行。

20、文化遗产是见证一个民族历史、体现民族精神、繁荣民
族文化的重要基础。

21、爱我的文化传承，守望我的精神家园。

22、继承昨天的文明，延续明天的辉煌。

23、了解文化的精髓，品味现代生活。

24、**共同保护文化遗产，建设精神家园。

25、留住中华记忆，传承文化火炬。



26、文化园林，代代相传的遗产。

27、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明。

28、古代的文化遗产，新一代的文明展示。

29、留下先人的声音，创造和谐社会。

30、魔法和伟大，智慧和工作的力量。

31、文化成就未来，传承令人难忘。

32、漫长的五年，悠久的古代文化。

33、保护文化遗产将使世世代代受益。

34、一个永恒的文明，闪耀着新的光彩。

35、与历史文化携手共进，爱我的锦绣中华。

36、中国是文化遗产的天堂，珍惜和保护它是每个中国人的
共同责任。

最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想汇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高三
优质篇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义务。为此不少地
方相继制定了保护条例，那么，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苏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欢迎阅读。

(20xx年8月26日苏州市第xx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制定 20xx年9月27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江苏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
例。

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用本条例。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
和场所属于文物的，适用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当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处理好政府和社会、事业和产业、
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规划，并建立部门联席
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市、县级市(区)和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经费和专项资金的管理、监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
和专项资金的使用，应当突出重点、专款专用、注重实效。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规划布局、项目准入、资金
投入、场所调配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商标、字号、版权等知
识产权的保护。

市、县级市(区)文化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文化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协调、监督和管
理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相关工作。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有关单位、
专门人员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应当参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指导、督促成员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调查的基础上建立本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向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推荐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对尚未列入名录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有条件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开展抢
救、记录、传承等保护工作。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文化主管部门应
当组织保护单位制定项目保护规划。

第十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
人的条件、权利、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规定执行。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
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档案。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每二
年对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一次评估。经评估，保护
单位、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可以取消其
资格，自取消资格之日起，不再享有相应的权利。保护单位、
代表性传承人被举报或者经检查发现不履行义务的，文化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评估。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每年组织有关
专家和社会组织对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绩效
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给予补助、资助、奖励的依据。

文化主管部门在拟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濒临
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记忆名录和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时，应当依法组织专家评审，并将评审意见向社会公示。

文化主管部门在作出编制保护规划、实施重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程和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等决策
时，应当听取专家、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分级保护。

对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的，应当按照项目保护规划要求实行严格保护。对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昆曲、古琴艺术、端午
习俗、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缂丝织造技艺、宋锦织造
技艺等项目，应当按照我国加入的相关国际条约要求实行严
格保护。

第十三条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特点和现状，可以采取
抢救性保护、记忆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等
方法实行分类保护。



对存续状态受到威胁、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实施抢救性保护。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重点加强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并建立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抢救保护方案，优先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记
录、整理、保存项目资料和实物，修缮建(构)筑物和场所，
改善或者提供相应的传承条件，安排或者招募人员学艺。

对丧失传承人、客观存续条件已经消失或者基本消失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记忆性保护。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记忆
名录。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对列入记忆名录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时开展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和实物，
形成系统完整的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建立数据库、档
案库。

对存续状态较好、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具有市场潜力和发展
优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有效传承其核心技艺和文化
内涵的前提下，通过培育和开发市场、完善和创新产品或者
服务等形式，实施生产性保护。

实施生产性保护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
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并可以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
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
务。文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市、县级市
(区)和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产性保护项目现状、市场情况，
制定扶持政策，积极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作用。市、
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等
方式，对实施生产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信贷支
持。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
形式和内涵保持相对完整、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较
好的传统村镇、街区等特定区域，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的特定
区域，设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并
逐步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扶持机制。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应当
保持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历史风貌和传统文化生态，不得改变
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人居环境。涉及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街区的，应当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
协调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市、县级市(区)和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密切相关的珍稀矿产、动物、植物等天然原材料
的保护。

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有权优先利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密切相关的天然原材料。依法需要经过特别许可的，
从其规定。鼓励种植、养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密
切相关的天然原材料。鼓励科研创新，开发、推广和使用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密切相关的天然原材料的替代品。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
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传承、保护、
管理等专门人才。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制定符合
行业特点的招聘标准和培训大纲，引进、培养社会专门人才。
鼓励普通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
相关专业、传承班，以及与相关单位联合办学、办班等途径，
培养专门人才。鼓励有条件的院校采取减免学费或者给予助
学金、奖学金等措施，资助学生学习传统技艺。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列入濒临消失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学艺者予以扶持。

取得初级职称、国家四级职业资格(中级工)或者达到同等技
艺水平的学艺者，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给予专项资助。取得中
级职称、国家三级职业资格(高级工)或者达到同等技艺水平
的非本市户籍的学艺者需要加入本市户籍的，参照引进紧缺
人才的户籍准入办法执行。本条第二款、第三款扶持政策的
具体规定，由市文化主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
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文化主管部门编写有地方特色的读本，
并支持中小学校开发校本教材，将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列为特色教育的重要内容。

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应当通过走进学校、社区等形式，
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通过重点课题招标、研究成果评估、优秀
项目成果奖励等方法，吸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

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合理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产品、
服务和旅游项目。

市、县级市(区)和镇人民政府应当对符合本地文化传统特色
的民俗节庆加强保护，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结合民俗节庆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展示、展演等活动。

鼓励、支持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资助、奖
励、提供商业保险、设立基金等形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对做出显著成绩者，由市、县级市(区)和镇人民政
府给予表彰、奖励。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队伍，引导公众参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

未取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
资格的，不得以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的名义开展传承、
传播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不得以
与其资格不相符的名义开展传承、传播活动。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
规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单位处以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

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例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20xx年5月18日苏州市人民政
府发布的《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办法》同时废止。

最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想汇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高三
优质篇四

古典文学中常见论文这个词，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
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为论文。



以下就是由编为您提供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推动我国社会建设事业不断
向前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我国中华文化的精华，所
体现出的智慧与文明具有难以估测的意义与价值。当前，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社会各行业对经济发展较为关注，利
用新型理念不断更新文化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则日益漠
视，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淡出视野，传承人的生活状况
不佳的现象，甚至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出现消亡现象，
传承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对此，不免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保护之忧。

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难免会发现盲区、概念的不
正确等将可能导致保护工作进入误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
取保护措施则要明确工作主体，现实生活中将有两个主体，
即传承人主体和保护人主体。传承人主体则为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行延续的载体，例如对传统工艺技术、中医技术以及
表演技艺等实现传承的人; 保护人主体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保护的外围社会群体，例如国家政府，学界人士、商
界人士以及社会中有影响的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等可实施保
护措施的人。虽然保护人主体不直接参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但是以其丰富的保护资源、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话语
权，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良好的保护氛围。纵观国外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经验，保护人主体起着重要作
用，其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的重要角色仍是传承人主体，外界因素只能发挥自我优势，
从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若保护人主体出现取代行
为，将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的保护性破坏，不能实
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的。

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只能是来源于民间社会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不是那些采取保护措施的主体。只
有以此为中心，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
才能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落到实处，实现保护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熟练掌握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具有区域性和代表
性，产生一定影响力，并自愿开展自身技艺技能传授活动的
人。因文化遗产制作以及表演难以程度，在对传承人数量上
应区分对待，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可以个体
或团体的名义进行申报工作，但团体名义时需推荐出具体的
个人进行负责。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进而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亦逐渐受到关注。国际上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上采取立法保护措施，现今国际上
保护立法的法律主要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关
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
国内法律示范条款》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以新
角度新视角引起世界各国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
我国，早期在宁夏、江苏等地方制定相关民间美术的法规或
规章制度，进而国务院相应的出台关于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
保护条例。

现今为止，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主要依据国
家政策保护和地方区域保护，同时将这两个方面的保护措施
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传承人
的保护。当前我国有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条
文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
理暂行办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地方针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也相应的发布相关保护条例，
以便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

(一)扩大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宣传方式也是保护措施的一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宣传
将能引起社会各层的注意以及增强重视程度。随着信息化进
程的加快，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面可借助于互联
网的传播效应，有效利用互联网进行多方位的宣传，促使非



物质文化遗产给予网络环境下冲破时空的束缚，同时借助计
算机技术建立并完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数据库建
设，实现社会上的资源共享。还可组织多形式的宣传活动，
扩大影响，促进全民树立保护意识，例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流动性展览，将社区、广场等设为展览点，增强普通民
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两者之间
的距离感，以便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二)增强传承人保护力度，完善保护体系

建立健全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法律制度将能增
强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采取国际化立法方式将
促进我国有关传承人立法跟上国际标准、惯例、规范的步伐。
同时在进行立法工作时我国需结合国内具体国情采用具有中
国特色的立法方式，实现保护目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落脚点在于延续民间优秀的传
统文化，而传承方式主要为带徒传艺模式。传承人可鼓励学
徒进行切磋交流，彼此进行激励，最后在多名学徒中选取最
适合的新传承人，增强传承人的扶持力度，可鼓励感兴趣人
员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提高传承质量，营造良
好的传承条件。

最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想汇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高三
优质篇五

荷叶、莲蓬、金鱼、桃子、元宝……看着眼前摆放着几十个
形态各异的榼子，那栩栩如生的图案、深浅不一的纹路，让
我目不暇接。这就是我们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王家葛村最
负盛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葛村榼子”。

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村里的叔叔伯伯们手里握着木锤和凿子，
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一块木头，不一会儿，几道深深浅浅的纹



路就出现在木头上。爸爸告诉我，那是在雕刻榼子，一种用
来加工制作花样面饽饽的模具。每年的七夕节，妈妈和奶奶
总会用很多刻有各式各样图案的榼子，来制作我喜欢的小面
食。有小巧的花篮、胖胖的金鱼、展翅的小鸟、圆圆的小
锁……花样可真多，我们把它叫做“饽花”或者“巧果子”。
饽花烤熟以后，妈妈会找来一根红绳，把它们串成项链挂在
我的脖子上，让我边玩边吃，说吃了巧果子，孩子会心灵手
巧。小时候，我每次兴奋地戴着“巧果项链”一步三摇地在
大街上晃悠，总能碰到几个和我一样的小朋友，大家聚在一
起互相翻看这巧果子上的图案，评比着谁的更漂亮，心里甭
提有多高兴了。

对于这种能制作出各种花样面食的榼子，我始终怀有一种强
烈的好奇心，时常跑到邻居王伯伯家里去看他制作榼子，摸
摸这里，动动那里。爸爸见我实在好奇，便把“葛村榼子”
的一些故事讲给我听。原来，我们“葛村榼子”有超过200年
的历史了，做一个榼子要经过选料、画纸样、弯锯切割、电
刨抛光、凿框刻花等一系列工序，要用到圆凿、弯铲、平铲、
木质手锤等大小30余种雕刻工具，图案采用浮雕与线刻相结
合的方法刻成，既具有实用性，又富有装饰性……听着爸爸
的讲述，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原来我只看到了榼子的可爱
和漂亮，没看到它背后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咱们‘葛村榼
子’在2012年就入选青岛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呢，祖祖
辈辈传下来的技艺，到现在传的不光是手艺，还有历史和文
化了。”爸爸对我说。

听了伯伯的话，我默默拿起一个榼子，触摸着上面的纹路，
欣赏着那栩栩如生的图案，我深深意识到，一块块普通的木
头，在榼子匠人的手中被重新赋予了生命，但不论榼子的花
样如何改变，时代如何发展，这门传承了200多年的老手艺，
都已经成了王家葛村人的坚守。

我作为一名王家葛村人，从小吃着榼子做的面食长大，应当
学习老一辈人对传统技艺的热爱和坚守，主动守护、传承和



发扬榼子制作技艺，让它不仅成为一种面食制作工具，更成
为祖国传统工艺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文范文2

听妈妈说，她工作的乡镇有一项很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针刺无骨花灯。今天我和几个好友带着好奇心又来到了皤滩，
妈妈把我们带到了制作无骨花灯的工作室。

一进门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只见她亲切地
和我们一一打招呼，还作了自我介绍，她说她叫王汝兰，是
仙居无骨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中年纪最大的，今年
已经83岁了。

王奶奶递给我们六张纸，上面都刻着同样的图案，王奶奶告
诉我们要用针把图案的轮廓都戳出来，这样灯亮起来就会显
得更好看。就这样我们一边戳一边听王奶奶讲花灯的历史故
事，王奶奶说：仙居皤滩花灯源起唐朝，据当地宗祠堂谱记
载，明朝万历年间，皤滩民间就有盛大的闹花灯活动，当时
人们把花灯称为唐灯，也有人称它为神灯。民间制作花灯的
工艺也比较复杂，要经过绘图、烫纸、凿花、刺绣等十道主
要工序。 听了王奶奶的话我兴趣大大提升。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漫长过程，我们终于把花灯装好了，我
揉了揉酸痛的手腕，看看自己的成果——美美的针刺花灯，
心里还是很自豪的，虽然比不上王奶奶的手艺，可是我觉得
自己做的花灯是最美的。

怎么样?想不想也来皤滩试一试制作传统的针刺无骨花灯呢?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文范文3
今天下午，我们神神秘秘地来到多功能厅，不知是有什么事。

大屏幕上用艺术字写着几个字：花鼓戏，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猜到，今天肯定会演花鼓戏。

10多分钟后，表演就开始了，先出来的是一位身着红色貂皮
大衣，拿着红色的孔雀扇子，扎着一个辫子的女演员;后面紧
随其后的是一位身着绿色官服，拿着褐色手杖，戴着灰色帽
子的男演员。女演员走路时，做着兰花指，走着十字步，逗
得我们哈哈大笑;男演员则横着手杖，伸着两根指头摆了个看
似亮掌又不像亮掌的动作。我猜，他们是一对夫妇，正一起
要回去吃饭呢!

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这些啦，以后表演花鼓戏要到我们学校
来就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文范文4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星期三下午，阳光明媚，我们全班同
学兴致勃勃的来到非遗文化中心，来欣赏各式各样的国遗风
采。

穿过长长的走廊，走上楼梯，我们来到了非遗文化中心。一
进门，同学们就四散开去，我朝四周望了望，忽地有个东西
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原来是一座黄杨木雕。

我急忙跑去看，只见这个作品边上写着：“苏武牧羊”四个
大字。我便细细观察起来，只见苏武手中执着节龙杖，丰富
着它宽大的衣袖，他的眼睛正望着天上飞过的雁群，苏武的
脚下，有三只小羊，它们形态各异，一直在低着头，似乎在
寻找草吃;一直抬着头，望着苏武，好像在问：“主人，我们
什么时候才能到呢?”，还有一只小羊，正凝视着远方，似乎
是在思念它的亲友们。看着看着，我不禁浮现出当时的情景
来，隆冬时节，凛冽的寒风一刻也不曾停歇，茫茫北海上，
人迹罕至，唯一和苏武做伴的便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棒和
一小群羊。



我转过身，发现了一个“大家伙”，走进一看，原来是一条
首饰龙，有好几层楼阁，每个平台都演绎着不同的故事，看!
那是三气周瑜，农妇织布……个个栩栩如生，犹如一幅幅活
生生的民间生活图。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文范文5

我们是来找民俗遗产的。半信半疑，踌躇地向前，大叔早已
注意到我们，喊道：“来点灯盏不?“队伍中的“李同志”已
赶作业大半个下午，肚子早已缴械投降，眼见什么都想吃，
一闻油味，一闻此言，断然翻出一张大钞，决心买不计其数
的食物而大快朵颐。

大叔边翻面胚边与我们唠嗑：他家三代都是做这行的，做了
大概六十多年，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卖灯盏糕，见识了一块地
方的变迁，生意越来差，人来人往，这块地方差不多都被人
给遗忘了。人们建了许多大地方以供吃喝，而这块老城的小
吃无人问津，好多人被迫去放下老祖宗的行业去干活以谋生
计。十几年下来，只有寥寥几家还在苦撑，基本上都在亏本，
为的只是自己的记忆中的执着的老本行能延续下去。

又说到生活：没有钱开店，只能在路边摆摊，被城管罚了钱，
又没收了东西，多弄了几次，就被迫学聪明了，买了辆二手
车，以防万一。

然后，是沉默。

无言。

没胃口吃了?是啊，没胃口吃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文范文6

走进非遗中心，映入眼帘的是那一个个栩栩如生、雕刻精巧



的黄杨木雕。看看那一个叫《苏武牧羊》的木雕，那一位老
者被刻得惟妙惟肖，就仿佛那是一位真人正在放着羊。还有
一个叫《哟哟鹿鸣》的木雕，那雕得是一匹匹鹿正在山上飞
奔，所谓是万鹿奔腾啊!还有《枪挑小梁王》、《大地》、
《滴水观音》、《柳枝观音》等很多古朴端庄、色泽鲜润光
亮的木雕呢!

再往前走，就是中国一绝的首饰龙了!这个首饰龙金碧辉煌、
美轮美奂。仔细看那条首饰龙，那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有：
挤棉花、农妇织布、艄公摇橹等。后来，我们又听了讲解员
的话，知道了这条首饰龙，长4。5米，高3米，宽2米。讲解
员孜孜不倦地讲解着，她说：首饰龙中间龙身上有5-7层楼阁，
外部以细纹刻纸装饰，内部楼阁上有70多个亭台，光人物就
近有300个了!这一整条龙灯，装有木制齿轮转动装置，才使
上面的人物动了起来。

欣赏了首饰龙，下面，就到了我最喜欢的地方细纹刻纸!细纹
刻纸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真得好悠久啊!细纹刻纸是古
代瓯越文化的重要部分，被誉为中国剪纸的南宗代表。乐清
的细纹刻纸大都以传统题材为主，包括了花卉、鸟兽、戏曲
人物、神话、山水等。这细纹刻纸把那一幅幅图画刻得仿佛
那是活的一样，那儿图画可多了，如：《一百零八单八将》、
《西游记》等，细纹刻纸刀法工整细腻，图案细如发丝。

后来，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非遗：非遗，再见了!我们排着
整齐的队伍上了大巴。我心想：非遗可真是我们乐清的瑰宝
啊!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文范文7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有这样一种文化叫做——
非物质文化。为了让我们更加了解这种文化，学校举办了一次
“非遗”进校园的活动。



非遗其实有很多种，如醒狮、木偶剧、龙形拳……它是指被
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
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

学校这次开展的活动中给我们展示了醒狮、木偶剧、龙形拳，
还让我们亲身体验到了各种非遗项目。非遗其实就在我们身
边，街边那些卖糖画的人，他们所做的糖画就是非遗，节日
里编织花灯的人，他们的花灯也是非遗，而春节时乡下的醒
狮活动，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一员。

现在的年轻人几乎都不重视非遗的传承，可这是我们祖国宝
贵的文化。我们要让它传承下去，就要更加的重视。为了让
非遗铭记在我们心中，我希望能多举办这种活动，让我对非
遗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这次活动，让我们看到了非遗，也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我
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一代一代永不停歇地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