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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素有“海滨邹鲁”之美称，
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拥有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06年4个
项目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名录以来，该市不断完善非遗
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逐步建立
了机构、队伍、投入等保障机制。

汕头市出台了《汕头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扶持办法》，从
制度层面对该市非遗项目及传承
人给予经费补助和工作扶持。汕
头市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人才强
市建设的实施意见》，规定对新入
选的省级及以上非遗传承人提供生
活补助。这些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出台，为该市非遗保护工作提
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促进了
非遗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和专业
化。

目前，汕头市以非遗代表性项
目、传承人和基地建设为重点，逐
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省、市、
区（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先后公
布七批共160项市级非遗名录。其
中，51项列入省级非遗名录，14项
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现有市级非
遗传承人 209人，其中省级非遗传
承人 55 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4
人。

为提高人民群众非遗保护意

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汕头市积极组织非遗项目参加中
国非遗博览会、成都国际非遗节、
深圳文博会、省旅游产业博览会、
国际旅游交易会、粤东侨博会等国
内外展演展示活动和交流活动，扩
大汕头市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力。同时，结合节庆活动，鼓励和
引导非遗传承人进行项目展演，通
过传承人活态展示、互动体验、产
品展销等形式，推广宣传该市各非
遗项目，丰富活动内容。非遗讲
坛、汕头工夫茶沙龙、“我是非遗小
小传承人”、非遗集市、非遗进校园
等品牌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

共同打造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旅游的优
质资源，旅游是传播非遗的重要渠
道，两者融合发展有着深厚基础和
广阔前景。汕头市多措并举促进
非遗融合开发，结合该市小公园历
史文化街区的建设，鼓励和引导非
遗项目进驻小公园。

阶段来，通过线上线下融合、
展示展销结合、多方协作联动，汕
头市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促进人民共享，营造了全社会关注
参与非遗保护的浓厚氛围。

（据《汕头日报》林蓁）

汕头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
6月 10日是“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是展示非遗事业发
展成就、人民共享非遗保护成
果、加强非遗业界交流合作的
重要节日。当天，汕头市以主
会场、分会场相结合的形式开
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
展示系列活动，推动非遗传承
保护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价值与勃勃生机。

““非遗非遗++””让传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让传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10日，汕头市在“千年古县”
潮阳区文光塔广场启动宣传展示
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的非遗项目
展示了潮汕文化创新性发展，让
市民近距离领略汕头非遗魅力。

激昂澎湃的潮州大锣鼓为活
动开场点燃热情，潮州音乐二弦

专辑首发式暨潮乐潮曲表演为市
民群众展现了潮州音乐这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随
后，二十四节气鼓、英歌舞、蜈蚣
舞、浮西醒狮、陈厝洲双咬鹅舞、
双龙舞等非遗项目及传统舞蹈演
出队伍进行展演。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非遗项目
现场互动展示，展出内画、汕头贝
雕、潮绣、汕头牛肉丸制作技艺等
项目，传承人与市民互动交流，践
行非遗走进现代生活、见人见物
见生活的保护理念。

（据《汕头日报》）

澄海澄海：：
潮剧美食潮剧美食惹人醉惹人醉

10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
动在隆都镇和美·花海生态园举
行。启动仪式结束后，潮州大锣
鼓、潮剧、潮州弦诗乐等非遗项目
轮番进行精彩展演，全面展示本土
优秀文艺精品的风采。现场还设
置了非遗文化展览、非遗美食区，
通过文字、照片、实物等形式，介绍
澄海非遗项目及其历史起源，让市
民游客深切感受澄海非遗文化的
独特魅力。左图：“糖塑”吸引众多
孩子和市民围观品食。

（据《汕头日报》）

为全方位呈现非遗项目的底
蕴和魅力，营造出保护文化遗产
的良好氛围，11日上午，由龙湖区
委宣传部、龙湖区“扫黄打非”办、
龙湖区委网信办、龙湖区教育局
联合主办的 2023年“潮剧助力绿
书签 非遗护苗伴成长——龙湖
区‘护苗·绿书签’”宣传活动在小
臻艺苑举行，用传统文化感召青
少年心灵，共建良好社会环境，呵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活动中，《画眉跳架》《京城
会》《百屏灯》《千里共婵娟》《故乡
是潮汕》等十多个独具潮汕特色
的节目轮番上演，节目通过融入
潮阳笛套音乐、铁枝木偶、舞蹈、
潮曲、古琴、潮州歌册等元素进行
编排，加上实景舞美的设计，现场
观众掌声连连。据了解，节目以
潮汕传统文化作为载体，以潮汕
历史底蕴作为支撑。精彩绝伦的
节目让青少年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传统文化浸润，既涵养了良
好的社会风尚，也培育了奋发向
上的精神风貌。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学生们
在绿书签活动中的参与感，活动
主办方提前定制 600张主题“绿
书签”，书签的一面印有“护苗
2023”绿书签行动标语——拒绝
有害内容，护助健康成长，另一面
则留白。

（据《汕头日报》）

盔盔头头
今年潮汕英歌舞“火”出圈，带

动英歌舞盔头的需求。盔头，是中
国传统戏曲剧中人物所戴各种冠
帽的统称。盔头制作技艺与潮剧
历史同源，有 500多年历史。年过
七旬的陈衍庭从事潮剧盔头制作
技艺已有40多年。令他欣慰的是，
这门老手艺后继有人，他的女儿陈
洁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探索，尝试创作更精致的迷你
盔头摆件，将沉重的盔头“轻量化”
改良，推动盔头文化创新发展。

市级非遗项目“潮剧盔头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洁：“小盔头
是非遗和文旅相结合的产品，不仅
能让旅客带回家也可以作为礼品
送亲朋好友，慢慢地从礼盒装改成
玻璃瓶装最后到木框装，现在小盔
头很受欢迎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守
正创新，让非遗技艺绽放华彩。

潮阳潮阳：：文光塔下领略非遗魅力文光塔下领略非遗魅力

龙湖龙湖：：用传统文化感召青少年心灵用传统文化感召青少年心灵

汕头非遗焕发勃勃生机
汕头非遗资源丰富，具有整体

性保护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
该市积极探索“非遗”传承保护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遗技艺
绽放华彩，促进城市文化综合实力
不断出新出彩。

李家教李家教拳拳
李家教拳是南拳的一种，迄今

有 200 多年历史，是市级非遗项
目。目前，李家教拳系传承中心共
有近500位学员。

近年来，李家教拳系进行创新
性发展，从单一的武术传承拓展到
将英歌舞、布马舞、鲤鱼舞等潮汕

非遗元素融入其中，激发年轻人对
非遗的喜爱。上个月，李家教拳系
传承中心还受邀到甘肃张掖参加
全国地市级文化馆“百馆联动”文
艺展演。

李家教拳系传承中心学员杨
宪尚：“潮汕非遗的传统文化让我
更加开朗乐观向上，也让我体验到
非遗的精华。”

“潮汕古建筑营造技艺”是国
家级非遗项目。近年来，潮汕古建
筑保育活化备受重视，小公园历史
文化街区老建筑焕发新活力，离不
开潮汕古建筑营造技艺的助力。
2021年，潮汕古建筑营造技艺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多年来，代表性传承人纪
传英带领团队，先后完成小公园历
史文化街区、妈屿天后宫等多处潮
汕古建筑的修复工作，2014年团队

修复的新加坡粤海清庙还获得“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资产保
存优异奖”。

纪传英表示，修旧如旧，保持
原来的历史风貌，包括用料、技艺
都应该靠近古代的东西，我们还融
入潮汕元素进行优化，所以我们才
有生命力。

（据汕头融媒集团）

潮汕古建筑营造技艺潮汕古建筑营造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