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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年度黄河源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会议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
举行。来自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
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和机构的专家
和学者通过现场分享提出了加强黄
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和
建议。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宋俊华在
演讲中指出，做好黄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需要系统挖掘黄河非遗
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建立黄河非遗
的文化基因库。宋俊华认为，加强黄
河非遗的宣传也十分重要，传播黄
河非遗是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向外讲
好黄河故事展示自我的实践，有利
于增强他们与其他地区人民的交往
交流交融，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东南
大学教授丁茂战在演讲中指出，阿

坝州及松潘县位于中华民族母亲河
黄河的源头，是中华民族绿色生态
宝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丁茂战
表示，“阿坝州及松潘县的历史是多
民族共同挥毫书写的，在中华民族
‘培根’‘铸魂’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丹对松
潘花灯舞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丹指出，松
潘花灯舞建构的文化时空是多民
族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建设
的文化场域，各族民众在共同的物
理时间和物理空间中，用形神互通
的表演艺术，营造出多民族共歌共
舞的欢庆盛景。各民族民众用自己
的舞蹈身姿、歌唱传统、灯彩艺术
演绎松潘的幸福安康、和谐共生，
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

往。松潘花灯舞的歌唱对答既是在
一个民族之内进行的，也是在不同
民族之间互动的。共同生活在松潘
地区的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互动
中，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和对彼
此文化的欣赏，这是对各民族文化
的礼赞，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同。王丹表示，“推进松潘
花灯舞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需
要打破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建立产
业链整体合作，以松潘花灯舞为重
要标识，打造立体化、系统性的松
潘非遗旅游主题，最大限度地激活
非遗资源，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形
成松潘经济发展新动力。”

松潘县是四川省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全县非遗涵盖

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
体育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
方面。其中，有非遗工坊 1个，非遗
传习所 14所，包括 1所省级非遗体
验基地。在非遗保护方面，松潘县持
续完善非遗保护名录，对各类非遗
项目进行了全面普查和“不漏村社、
不漏线索、不漏种类、不漏艺人”。在
非遗传承方面，松潘县加强非遗传
承人队伍建设，每年对传承人进行
考核，同时，还举办了多种技术培训
班，如藏羌手工刺绣、羌族文化与创
新设计等。在非遗与旅游融合方面，
松潘县积极推动“非遗 +旅游”的发
展模式，通过非遗旅游宣传吸引游
客前来体验非遗文化，并组织优秀
非遗项目到各旅游景区表演展示，
让游客在旅游中感受非遗的魅力。

高明山张俊华

俯冲、过弯、冲刺……近日，
营山 BMX 运动中心喝彩声、助
威声此起彼伏，2024年全国青少
年 U 系列竞速小轮车锦标赛在
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正式开赛，
来自北京、广东、新疆等地的 22
支代表队及体校、俱乐部的 150
名选手参赛。
“各就各位，预备……”下午 2

时，比赛正式开启。按照组别，选手
们依次上场，如离弦之箭从高台俯
冲而下。他们用最好的状态和最强
的实力，尽情展示速度与激情，完
美诠释小轮车的独特魅力。
“这些小哥哥、小姐姐太酷

了。”现场观赛的潘嘉瞳小朋友
扯着爸爸的衣服，指着场上的选
手异常兴奋，不停地向家长表达
自己想学小轮车的心愿。

当天进行的比赛中，参赛选
手年龄跨度从 5岁至 18岁，按照
性别、年龄分成 12个组别。经过
多轮角逐，各组别冠亚季军于当
天下午 6时许揭晓。运动中心广

场上，本届巴黎奥运会自由式小
轮车女子公园赛冠军邓雅文的
大幅海报，成为选手们争相合影
的焦点。

据了解，营山泥地小轮车竞
速赛道自 2017年建成投用以来，
吸引了全国各地 11支小轮车运
动队长期驻训，培养出国际级运
动健将夏虹琳、国家级运动健将
熊钰香，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小
轮车自由式公园赛冠军夏皇燿；
长期驻训营山的泸州姑娘邓雅
文，在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勇夺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金牌，
为祖国争了光、更为营山 BMX
运动中心添了彩。

本次比赛由中国自行车运
动协会主办，南充市教育和体育
局、营山县人民政府承办。南充
市第七届运动会自行车比赛暨
营山县第四届幼儿滑步车挑战
赛、2024年中国竞速小轮车联赛
总决赛将于 8月 15日至 17日在
营山 BMX运动中心举行。

□杨汉国郭明 彭传桁本报记者黄韬文 /图

全国青少年 U系列
竞速小轮车锦标赛在营山开赛

近日，重庆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 12名学
生组成经纬织梦·“非遗”致远中华文化传承实践
团，共同走进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开启
“行走的思政课堂”，亲身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深
度探寻禹羌文化的深厚底蕴。

实践团以实地考察、现场参观、社会调研等方
式，在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大禹文化陈列馆、北
川羌绣传习所、羌族草编研学体验中心等，采访非
遗传承人、学习非遗生产技艺、寻访北川红色遗
迹、调研石椅羌寨乡村振兴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感悟红色革命文化。

北川羌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精妙绝
伦的技艺和独具一格的图案，充分展现了羌族人
民的非凡智慧与独特审美情趣。“羌绣不仅仅是一
种艺术形式，更是羌族文化的一种载体，希望通过
传承和发扬羌绣，让更多的人了解羌族文化。”羌
绣传承人陈云珍说。

在北川羌绣传习所，学生们详细了解羌绣的
发展历程和制作工艺，参与了羌绣的制作流程，在
一针一线的穿梭中用心感悟传统文化的迷人魅
力。

期间，学生们还走村串户、深入到石椅羌寨田
间地头，了解石椅羌寨农业生产、开展乡村文旅情
况，看到石椅羌寨展现出勃勃生机，走出了乡村振
兴的好路子，更加坚定了他们努力学好本领为社
会发展作贡献的信心和决心。

据悉，此次“行走的思政课堂”活动，为高校学
子搭建了一个近距离接触与了解民族文化的优质
平台。通过实地探访、采访交流以及亲身实践，不
仅极大地增强了同学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与自豪感，更使他们在实践中深刻领会到思
政教育的丰富内涵。从大禹治水的传说、红色文化
的弘扬到非遗技艺的传承，每一个环节都给参加
活动的学生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不仅极大
地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学习，更助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国际化传播。

近年来，北川积极推动开展高校大学生“三下
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结合专业特色，聚
焦当地现状，围绕科技支农、基层社会治理、生态
文明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实践活动，帮助发展农
村产业、改善基础设施、美化乡村环境、提升乡风
文明。今年暑假，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
26 所高校 34 支实践团共 340 余名师生走进北
川，用实际行动奉献青春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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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子楷张延本报记者吕婕文 /图

如何保护好黄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
专家学者齐聚阿坝州松潘县支招

研学“穿越”历史 200余名学生齐聚平武报恩寺

暑期已经过半，“行走的课堂”
持续升温，近日，200余名小朋友在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报恩寺开启了
一场“穿越”历史的研学之旅。

在研学老师的引领下，小朋友
们井然有序地参观了报恩寺，寺内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妙的建筑艺
术，犹如一把把钥匙，为他们开启平
武历史文化的大门。
“我觉得非常好玩，让我了解

了报恩寺的历史，也知道了许多以
前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对老师讲的
历史非常感兴趣。”曲柚希第一次来
到报恩寺就对这里的历史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在沉浸式闯关环节中，通过多
种小游戏，充分调动起孩子们的注

意力，让大家在参与中学习、在体验
中寻找答案。在游戏“壁画描金”活
动中，小朋友根据线稿完成壁画的
描金，感受壁画之美。
研学活动以平武报恩寺历史为

主线，通过知识定向的方式让孩子
们感受平武历史文化脉络，不仅让
孩子们身临其境感受报恩寺，还让
孩子们在学习体验的过程中解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几个小游戏，培养了孩子

们的团结协作的能力，还加深了他
们对报恩寺六绝的认识，让他们亲
手临摹壁画，感受明代壁画的金碧
辉煌。”研学团队老师孔晓菊表示。

据了解，今年暑期，龙安镇举办
了 7期报恩寺免费研学活动，累计

吸引了 200余名小朋友参与。通过
研学活动，孩子们对平武报恩寺的
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

增强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
家乡的自豪感，培养了他们的团队
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贾莹杨逍本报记者吕婕文 /图

心随手动 定格美好
广汉市高坪镇开展 DIY手工镜儿童活动

为进一步丰富辖区儿童的暑
假文化生活，提升辖区儿童的想
象力和动手实践能力，近日，由四
川省广汉市民政局主办，高坪镇
人民政府指导，德阳市旌阳区旌
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高坪镇社
工站、高坪镇水磨村村民委员会、
水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承
办的“心随手动 定格美好”DIY
手工镜儿童活动在水磨村开展，
辖区内的 15 名儿童参加了此次
活动。

活动现场，社工向孩子和家
长们介绍永生花的来历、寓意及
制作过程，永生花又叫“永不凋谢

的鲜花”，灿烂的花瓣定格为永恒
的美丽。大家拿到材料后，发挥丰
富的想象力，修剪花材的形状和
长短，并讨论如何进行搭配、摆
放。家长教导、帮助孩子们掌握相
关制作技巧，亲子交流合作，创作
出独一无二的永生花手工镜。

据悉，此次手工制作活动，让
孩子们在学习中激发兴趣，在制
作中找到乐趣，在亲子互动中收
获幸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称
赞。下一步，高坪镇社工站将会持
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儿童活动，用
实际行动关爱未成年人健康快乐
成长，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蔡华斌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近日，在重庆市弘一职业培
训学校，经过培训的网络主播在
孵化基地进行游戏直播。据了
解，2021年以来，重庆市沙坪坝
区共开展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互联网营销师、无
人机驾驶等新职业及特色工种
培训项目 50余个，培训重点人
群、在岗职工 7532人次。通过新
职业开发出新的就业增长点，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特约记者孙凯芳摄

新职业培训启航
激活就业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