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文 瑄）今年以来，我市已争取国家和省
提前下达 2022年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2220万元，其
中，国家文物保护一般项目专项资金 1000万元，省
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1220万元。

今年获专项资金的项目包括鄂豫皖革命旧址雷
防工程、鸡公山近现代建筑群消防工程、四望山新四
军五师旧址群修缮保护工程、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
地修缮工程、鄂豫皖边区兵工厂旧址修缮展示利用
工程等14个项目，争取的项目数和资金总额居全省
各设区市第三。

3 年来，我市文物部门紧扣政策导向，针对
国家、省文物保护资金重点补助领域，积极谋
划，主动作为，精准发力，2019 年以来，共争取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6234 万元，省级文物保
护专项资金 3705 万元（不含国有博物馆免费开
放经费），项目数和资金总额连续第 3 年位居全
省前列。

居全省前列
我市争取 2022 年文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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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旅 资 讯

本报讯（黄文文）今年以来，息县文广旅局及早
谋划，创新思路，大胆实践，成立专班，快速推进城
市书房建设。

解放思想，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今年息
县有 5座城市书房建设任务，在目前县财政经济紧
张的情况下，息县文广旅局不等不靠，从省财政拨
付的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拿出一部分先期购置
图书和设备，后期还有大量资金需要投入，息县文
广旅局借鉴江浙发达城市经验，决定将今明两年10
座城市书房包装成项目，申请专项债，以解决“钱从
哪里来”的问题。

不拘一格，在现有基础上倾心打造。息县文广
旅局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考察该县现有城市书房现
状，最终选择了 5家地理位置优越、基础条件较好、
可塑性较强的书屋作为样本点进行打造。

成立专班，撸起袖子加油干。息县文广旅局
成立了主要领导挂帅，分管副局长为常务副组长，
图书馆、文化馆精干力量为成员的工作专班，将工
作任务分解到人，细化到每月每天，倒排工期，狠
抓落实。

把民生工程做实
息县文广旅局加快城市书房建设

2022年上半年，我市广大
非遗工作者和传承人努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积
极拥抱时代变化，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守正中创新、在创新
中传承，跑出信阳非遗加速度。

绽放基础保护“艳阳天”

我市命名并公布第六批市
级非遗项目名录，包括罗山烙
画、布艺、息县银器制作技艺等
15项，信阳市级非遗名录达273
项。3月上旬，召开全市非遗工
作能力提升培训会，贯彻落实上
级精神，总结前一年工作，部署
全年任务。评选并命名嘉木饮
茶博物馆等42个信阳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及传习所，让民
间力量成为非遗社会保护的重
要抓手。新县汪河民俗非遗文
化艺术展览馆盘活了民俗，留住
了乡愁，让人们在旅游的同时受
到乡土教育。商城县成立非遗
专家委员会，构建特色鲜明、专
业性强的高端专业智库，为非遗
保驾护航。高质量建设非遗工
坊，助力乡村振兴。光山赛山玉
莲工坊带动110多位农民致富，
潢川旺鑫空心贡面作坊带动40
户农民致富。全市30多个非遗
工坊发挥非遗“雁阵效应”，积极
开展技能培训，率先进行直播营
销，快速打开市场销路，切实用
非遗赋能实体经济，借文化助力
乡村振兴。

打响宣传传播“震天雷”

线下活动常有常新。春节
期间，罗山皮影戏在贵州省黔
南州都匀市茶博园展演 40 多
场。在节假日，谷雨茶会、端午
茶会和“北方佳茗”茶会等多个
茶事活动接连不断，茶文化百
花齐放。炒茶大赛再现工匠精
神，传承传统技艺。信阳农林
学院茶学院的主题端午茶会让

佳茶生韵、甜粽飘香。信阳博
物馆、市第三小学联合举办“我
们的节日·端午——匠心传承
走进非遗”主题活动。南湾湖
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信阳
市茶文化协会联合举办“南湾
湖端午茶会暨‘南湾湖杯’少儿
茶诗歌朗诵大赛”，“茶”与“诗”
比翼双飞。线上活动突破时空
限制，许煦《中国剪纸技法》、霍
豆豆《中国传统音乐》等非遗慕
课的观看人次有8万多人次，制
作各类非遗（短）视频 300 余
部。肖乃宝的摄影作品《刘志
千和他的皮影戏》《光山县：狮
鼓制作》被 CCTV9 深度挖掘。
信阳茶艺进入“第一届河南省
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圈。

点亮展示展演“满天星”

元宵节期间，新华书店举
办“美好生活看信阳，元宵佳节
游非遗”主题活动。“六一”期
间，市第一实验小学举办“守护
非遗 润泽童心”主题活动，孩
子们近距离接触非遗，长了见
识、阔了视野。“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期间，全市掀起非遗展示
展演高潮，光山将花鼓戏、皮影
戏、猴子舞、旱船舞、花挑舞及
地方传统手工艺品搬到龙山湖
旅游景区，同时在文殊乡东岳
村文化中心东岳花海景区举办
集中展演，用100多幅摄影作品
展示非遗珍贵瞬间。潢川县在
谈店乡首集文化广场举行展示
展演活动，颁发潢川县“信阳市
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
所”牌匾，同步进行线上线下

“潢川县非遗购物节”，1小时内
卖出非遗衍生品及农特产品
505单，价值2.1万元，让非遗转
化为经济价值。“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信阳主会场系列活动于6
月11日在新县启动，非遗展演、
非遗摄影展、非遗衍生品售卖
同步进行。固始县二里井社区
举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
活动，活态展演舞狮、跑驴、旱

船、花挑舞、灶戏、推剧、嗨子
戏、灶书等地方非遗。

架起跨界融合“彩虹桥”

顺应时代潮流，推动非遗
跨界融合。我市推动“非遗+民
宿”发展，4月下旬召开非遗主
题民宿建设座谈会，让非遗之
美与山村之景相融共生，表达
生活美学，传递淮水温度。探
索“非遗+电影”模式，拍摄皮影
主题电影《有戏了》，以信阳皮
影戏为背景，讲述小女孩佳佳
与爷爷祖孙两代人关于皮影传
承以及皮影戏班子兴衰发展的
动人故事。实施“非遗+手机
壳”计划，开展“手”护非遗——
信阳非遗手机壳设计招募计
划，招募非遗主题图案 120个。
引导“非遗+直播”潮流，瞄准互
联网直播风口，鼓励非遗传承
人和文化传播者加持“非遗主
播”身份，刘文新、汪文平和肖
珺景等50多位非遗主播投身直
播间，对准话筒，掀起带货浪
潮。打造“非遗+红色”IP，光山
县打造红色题材花鼓戏《光照
花山》，用非遗讲好红色故事，
传递时代正能量。

爆闪人才培养“穿云电”

开发人力资源，构建人才优
势。在 2021“河南非遗年度人
物”评选活动中，商城毛底布鞋
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
建华、茶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杨
静入选30位候选人名单。讲好
闵顺强（茶制作）、徐龙辉（银
雕）、方德英（布艺）等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的故事，发挥其示范引
领作用。吸纳信阳师范学院、信
阳学院、信阳农林学院、信阳职
业技术学院等本土高校优秀教
师，建立信阳市非遗专家委员
会，打造汇集郭德华、王伟、段
金龙等顶尖信阳非遗智库。创
优人才环境，制造人设符号，打
造朝晨版画、郭雨乡建、陈卉民
歌等 30多组个人非遗 IP，让专
业领跑者举旗吹号，踏出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康庄大
道。结合“人人持证 技能河
南”，开展非遗传承人培训，提升
非遗技能。5月，罗山县举办手
工编织技艺培训班，吸引近 50
名手工艺人参加，让编织成为一
种时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6
月，我市在平桥区王岗乡举办

“人人持证”剪纸培训班，58位农
村学员走进教室参加培训，经过
40多个学时的专业培训顺利结
业，成为非遗传承人后备军。息
县招引编织大师解修学和焦作
葫芦烙画传承人柴东升等民间
工艺人才，带动当地“人旺、技
升、业兴”。

守正创新 信阳非遗跑出加速度

非遗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