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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设计与印
务专家

致力做好城
市综合服务商
商务专线：
0911-8080001

8216292

延安融媒印务
有限公司

延安融媒
传媒有限公司
依 托 延 安 电
视、广播、报
纸、“ 我是延
安”客户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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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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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您身边的
媒体宣传专家
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8226222

延安融媒传媒
有限公司

延安融媒演播
有限公司

“精彩来
自专业”，延安
融媒演播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大型活
动策划、录制、
直播、电商、短
视频运营的专
业公司。

演绎非凡
传播精彩

服务热线：
0911- 2820069

精心做精
品，精品赢市
场！延安融媒
文创有限公司
是延安市融媒
体中心授权对
外宣传、承接
形象宣传视频
创作、具有文
化创意性质的
专业性公司。

有文创，梦
飞扬！
服务热线：
0911- 8216272

延安融媒文创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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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延安市宝塔区
临镇镇官庄村官庄
组股份经济合作社
不慎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登记证正本
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N1610602MF0246
3476，声明作废。

延安豆兴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将公司公章丢失，
防 伪 码 ：
6106020259940，声
明作废。

刘延芳不慎将
位于延安市宝塔区凤
凰办事处文化沟居民
一区56号院1层101
室、102室房产证丢
失，证号：延房权证宝
凤字第013000号，声
明作废。

市第六届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举办

宝塔山下，共谱双拥赞歌

本报讯 （记者 杜音樵 通讯
员 冯星） 6月 6日至 9日，市第六
届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在黄龙举
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牛永红
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牛永红强调，要坚持党的领
导，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四个意
识”，做到“两个维护”，聚焦“三个
年”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行
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积极
参与调研视察，勇于建言献策，大
胆议政督政，主动融入中心服务大
局。要带头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密切联系群众，深入了

解民情，真实反映民意，广泛集中
民智，大力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要始终严格自律，保持清醒头脑，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
观，不断提升职业素养和道德修
养，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和责
任担当，树立人大代表良好形象。

此次培训通过集中授课与实
地观摩相结合，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刘群、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立
平和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授课。
广大代表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进行了深入研学，进一步提升了思
想认识和履职能力，为依法履行好
代表职责夯实了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倩 辛嘉
颖 记者 叶四青） 6月 11日，由市
政府主办，市文化和旅游局，延川
县委、县政府承办的延安市2023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
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在延川县举行。

此次活动主题为“加强非遗系
统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活
动旨在进一步宣传展示全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果，提高人
民群众非遗保护意识，促进非遗和
旅游深度融合，助力延川乾坤湾创
建5A级景区，全力营造陕北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氛围。

伴随着阵阵喝彩声，民俗表演
《延川大秧歌》、唢呐独奏《百鸟朝
凤》、陕北民歌《五月散花》等节目
陆续精彩上演，形式多样的表演深
受现场观众喜爱，大家在精彩绝伦
的表演中感受着非遗文化独有的
魅力。

活动现场，不仅有特色非遗项
目展演，还有非遗集市，此次非遗
展示邀请了洛川苹果树皮工艺、延
川剪纸、子长煎饼等非遗项目以及
丰富的文创产品、土特农产品等进
行展示体验售卖。

苹果树皮画利用废弃的树皮，
通过 15道纯手工工艺，运用剪纸、
绘画、烙铁画等许多民间工艺制作
而成，既能实现废弃资源再次运
用，又能挖掘苹果文化。“希望通过
这次活动，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
非遗手艺，把这门非遗手艺很好地
传承下去。”洛川苹果文化研究协
会会员同淑霞说。

非遗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与参观群众面对面交流，手把
手体验，讲述非遗文化、传授非遗
技艺，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非
遗、认知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
遗，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我市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

讲述非遗文化 传授非遗技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
延传承的生动见证。近年来，延安市
依托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建设，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传承利用，让“养在深闺人未
识”延安非遗，真正“飞入寻常百姓
家”，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系统性保护 扎实推进陕北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炎炎夏日，走进延安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陈列馆，静谧的环境、丰富的展
品，让参观者们兴致勃勃。

一进门，很多人就会被头顶的一
幅大型剪纸作品所吸引。这幅作品是
延川县著名剪纸、布堆画艺术家刘洁
琼创作的《生生不息——唤醒大自然
的叙说》。

“作品以黄河为主线，剪有大山、
生命树、宝塔山、窑洞、山丹丹花等，既
有延安特色文化的符号，又有黄河文
化、母体文化的元素，向人们展现出一
幅黄河两岸生生不息的壮丽画卷。”讲
解员赵蓓介绍道。

延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于
2021年 10月初步建成，分序厅、民间
文学、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传统
技艺、民俗和文创7大板块，净布展面
积 1055平方米，采取展板、场景、视
听、多媒体、声光电、互动及数字化的
方式，全方位展示延安最具有代表性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市目前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最全
面、最集中的综合陈列馆。

这只是我市推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系统性保护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依托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建设，延安文艺纪念馆、陕北说书
馆等重点市级非遗场馆和 13个县级
非遗陈列馆陆续建成投运，我市在全
省率先实现县级非遗陈列馆全覆
盖。同时，相关部门、组织积极动员
社会力量，建成陕北民歌、延川剪纸
等 85个传习所和 6个非遗传承基地，
基本实现了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都有传习场所，让非遗有了更好
的“栖息”之地。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近年来，延
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地毯式、拉网式
摸排、调查和采录，搜集、整理非物质
文化遗产10大类1000多个项目，特别
是对陕北盲艺人说书、陕北链子嘴、延
长曲颈琵琶等濒危项目（梳理出约 13
项），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媒
体等手段进行了全面系统记录、保存
和再现，共编撰文字资料440余万字，
拍摄照片 7000余幅，收集民间作品、
实物近 2万件，同时对收集整理的有
价值资料进行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
化处理，在延安数字文化馆平台建成
市级非遗数据库，实现了非遗保护线
上随机交流和资源共享。

在规范开展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
传承人申报认定方面，我市不断加强
国家级、省级非遗保护项目的协调争
取，积极推进市、县两级名录体系建
设，共培育打造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1个，国家级非遗项目13个、省级
85个、市级 254个、县级 1006个，世界
级剪纸艺术大师 5名、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 9名、省级 48名、市级 212名、
县级 838名，形成了完整的非遗四级
名录体系。

常态化传承 让非遗走进寻
常百姓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跟着我
一起做，左右左右……”在延安市特殊
教育学校，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腰
鼓教练吴艳正在给孩子们指导如何打
安塞腰鼓，一旁的手语老师充当起了
吴艳和孩子们之间的“翻译”。

这里的孩子们虽然听不见不会说
话，但是他们认真学习打腰鼓的样子，
令教授腰鼓多年的吴艳很是感动：“每
次上课，我都想尽自己所能多教一点
东西给孩子们，像让他们掌握多一点
的技能，开心快乐地生活。”

今年以来，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
先后邀请腰鼓教练吴艳和延川布堆画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郭如林等走进延安

市特殊教育学校，为这里的孩子们教
授非遗创作。

双手举起用心创作的布堆画、
剪纸等作品，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传统文化就此在青少
年的心中扎下根来。“希望通过孩子
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把布
堆画技艺传承下去，让中国的文化
遗产能够得到更好弘扬和发展。”郭
如林说。

非遗传承进校园，传统文化润童
心。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非遗进校
园活动，将腰鼓、民歌、剪纸、农民画
纳入全市大中小学特色课教学，组建

“非遗+”教师团队 20个，培养“校级”
传承人 40名，常态化举办校园非遗
知识讲座、展演。“我非常喜欢延安剪
纸，非遗老师来了手把手教我们，不
仅让我学到了制作技艺，也让我了解
了更多剪纸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
宝塔区川口小学五年级四班学生张
潇雅说。

非遗不是孤芳自赏，要飞入寻常
百姓家，才能得到更好传承。近年来，
我市还举办非遗传承人培训班92期，
与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陕北民歌研
究学会、西安音乐学院、延安大学等专
业院校和社会团体联合举办陕北文化
专题讲座、研讨会、培训班等60余次，
与江南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南京大学
等高校合作，以剪纸、布堆画、刺绣为
主，开展非遗研培，累计培训学员
3000多人次，常态化组织专业传承人
向民众教授陕北大秧歌、陕北民歌等
具有陕北特色的文化活动，为非遗传
承发展培育了肥沃的“土壤”。

创新性发展 让非遗“古树”
绽放“新芽”

让非遗“活”起来，更要让非遗
“火”起来。

在圣地河谷·金延安街区，陕北民

歌、陕北说书、陕北秧歌等非遗演出已
经常态化。头扎白羊肚手巾的说书艺
人，身穿兰花花衣服的舞蹈演员随处
可见，让市民和游客能够随时随地体
验陕北传统文化的魅力。“走进金延
安，一股浓郁的陕北民俗气息扑面而
来，非遗演出、纪念品和美食让人眼花
缭乱，体验感非常好。”来自河北的游
客张楠说。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止在金
延安，在延安 1938街区、延安红街等
旅游综合体，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陕
西侧）、黄帝陵等各大景区，各类非遗
演艺精彩不断，非遗文创产品琳琅满
目，沉浸式体验非遗受到追捧。随着
文旅市场的强势复苏，也让延安非遗
着实“火”了起来。

除了与旅游相融，近年来，陕北传
统文化助力经济发展也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通过市场化方式，实行“公司+
农户”模式，先后建成宜壶稠酒、“缺之
美”手工艺、石门豆腐等一大批非遗工
坊，开发“圣世华”石雕、“十二生肖剪
纸系列陶瓷餐具”等民间工艺产品，打
造了冯家营“千人腰鼓”表演村、高桥
魏塔“东方毕加索”绘画村等一批专业
文化村，促进群众就业增收，助力推进
乡村振兴。

同时，我市构建以电子商务为
主的现代营销网络，加快引进和培
育民间工艺品销售代理商和中介经
纪人，建立完善区域民间工艺产业
电子商务平台，打造了宜壶稠酒非
遗工坊、王西安剪纸合作社、“金剪
刀”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等生产性
保护企业，瞄准旅游市场、礼品市
场、收藏市场，开发生产了一批文化
品位高、工艺水平精、消费受众广、
市场前景好的民间工艺产品，促进
非遗项目由被动保护向产业化发展
转变，让陕北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绽放新光彩、展现新魅力。

且看“古树”发“新芽”
——我市探索非遗传承保护发展走出新路子

记者 贺秋平

● 我市非遗传承人在无锡街头展示剪纸艺术 记者 邓志宏 摄 ● 非遗进校园，文化润童心

“场景布置的特别温馨，真没
想到，咱黄龙的婚姻登记处这么有
仪式感……”6月 6日上午，在黄龙
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新人王俊和
高亦婷走入仪式感满满的颁证厅，
郑重接过颁证员双手捧上的结婚
证，开启人生新的旅程。

仪式感满满的婚姻登记处给
高亦婷带来了许多惊喜，当天，黄
龙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以“爱的倡
议、爱的告白、爱的礼物……”等十
大内容为主题，设置诸多的婚俗

“小惊喜”将现场氛围烘托极致，也
让新人领证的仪式感拉满。

走进婚姻登记处，满墙浪漫的
爱情标语、精心布置的鲜花、气球，
让浓浓的幸福感扑面而来，等待领
证的新人说说笑笑，脸上满是期待
与兴奋，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热情
服务，现场秩序井然。

登记处精心的布置让新人韩
慧万分惊喜，韩慧说：“印象里，领
证只是两个人填表盖章就完事了，
而现在，登记处会以更符合年轻人
喜爱的方式来为新人记录爱情，很

有仪式感，非常让人感动。”
为了为爱“加分”，黄龙县婚姻

登记处按照国家5A标准，科学设置
结婚大厅、离婚室、颁证大厅、家庭
辅导室，为当事人营造温馨、便利
的工作环境。在规范化、标准化要
求建设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婚姻登
记中心的整体布局，优化功能区域
设置，提升登记办事服务水平。

“官方助力让领证更浪漫，非
常用心，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浪漫，
还有婚俗改革的决心。”韩慧感慨
地说。

近年来，黄龙县婚姻登记处进
一步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改革，
深化“互联网+婚姻服务”，创新开展
结婚登记颁证工作，加强颁证场所
建设，提升婚姻颁证员技能水平，建
立特邀颁证员制度等，倡导培育文
明、健康、理性的婚姻价值观。

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副主任
吕晓青说：“为更好地服务新人，在
节假日、特殊日子，我们会为‘爱’
加班，婚姻登记处坚持全天上岗上
班，为新人提供优质服务。”

爱满登记处
通讯员 白杨越 记者 杜音樵

（上接第一版）保护好革命旧址，讲述
好双拥故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

漫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会遇到
满头银发的老人，追寻曾经的战斗足
迹；会遇到戴着红领巾的学生，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记者停下脚步，和他们
聊一聊——

“聆听讲解，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
情似火的峥嵘岁月。”

“真切感受到了：没有哪一种力
量，比军民团结更强大。”

…………
站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广场前，

回望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历史，抗战
时期陕北流传的一首《花鼓词》在脑海
响起——“军民本是一家人，根根叶叶
心连心……”

延安精神永不褪色，红色基
因薪火相传

前不久，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视
频连线成功举行。

一端是雪域高原，新疆军区某团
“进藏英雄先遣连”官兵整齐列队；一
端是革命圣地，延安革命纪念地女子
民兵连民兵英姿飒爽。

“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
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
分艰苦。‘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
保卫党中央！’1941年春，王震率领八
路军第三五九旅，肩挎钢枪、手握锄头

挺进南泥湾，开辟了陕北‘好江南’。”
女子民兵连民兵钱文艳为大家生动讲
解。

聆听历史故事，传承红色血脉。
通过屏幕，官兵看到了先辈们曾经战
斗过的地方。“我们连队所在部队的前
身可以追溯到第三五九旅。新时代新
征程，我们更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精神，坚定信念、扎根边疆，磨砺
战斗意志，锤炼过硬本领，更好地完成
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进藏英
雄先遣连”连长齐楠的话掷地有声。

像这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
教育和双拥宣传主题实践活动，在女
子民兵连经常开展。延安革命纪念地
女子民兵连连长黄卉青介绍，杨家岭、
南泥湾等革命旧址分别与武警延安支
队、空军工程大学等单位建立军民共
建学习点；王家坪山上的“八一林”每
到春季都能看到女民兵们的身影；建
军节、重阳节、春节等节日，女民兵们
都会走进延安八一敬老院，和老红军、
老八路共忆火红的革命岁月，共话翻
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延安的
形象。”这是女子民兵连民兵的口头
禅，更是她们对自己的鞭策。熟稔历
史、讲解生动的背后，离不开一次次挑
灯苦读，一遍遍精心打磨。

“民兵连姑娘们大多来自延安，不
少讲解员都带地方口音。为了纠正发
音，一个字有时要读上千遍。”石小丽

说，为了将历史讲真、讲准、讲活，她们
就从一件件文物展品入手，认真研究，
请教党史专家，精心编写每一篇讲稿。

如今，她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先后赴北京、上海、广东、云南等 10多
个省份，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
队官兵和乡镇农村义务宣传演出1000
余场次，受到各地干部群众和部队官
兵的好评，获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陕西省“拥政爱民单位”称号。

每逢节假日或寒暑假，人们总会
在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处看到
一个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

这些“红领巾”是女子民兵连培养
的“延安精神小小宣讲团”成员。“为了
弘扬革命传统，讲好红色故事，近年
来，女子民兵连在争当延安精神传人
的同时，积极培养宣传延安精神的新
传人。”延安市宝塔区人武部部长曹文
龙介绍，女子民兵连先后有近 30人在
全市 12所中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并
培养了200多名“小小宣讲员”。

“延安精神永不褪色，红色基因薪
火相传。我们会一直讲下去、练下去、
传下去。”女子民兵连民兵、延安革命
纪念馆讲解员白婷婷的话，道出了她
们共同的心声。

双拥赞歌仍像一曲曲信天
游，在延安山山峁峁间绵延回荡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
了门，猪哇、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

英勇的八路军……”一曲《拥军花鼓》，
女子民兵连民兵、枣园革命旧址管理
处主任党婕睿唱得悦耳动听。

党婕睿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这
首诞生于革命年代、礼赞双拥的信天
游她从小就会唱。

“对我们延安孩子来说，张思德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五九旅开垦
南泥湾等红色故事从小就刻在了记忆
里。”党婕睿说，80年前，军爱民、民拥
军的双拥赞歌从延安唱响。如今，双
拥赞歌仍像一曲曲信天游，在延安山
山峁峁间绵延回荡……

在延安爱国拥军协会办公室，存
放着一堆特殊的日记本，细数数，竟有
20多本。老红军、老八路有哪些光荣
历史？现役军人及其军属有哪些困
难？如何更好帮扶退役老兵自主择
业？一笔一画，清清楚楚。

这是“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
人”、延安爱国拥军协会顾问高树丽多
年的习惯。从1981年到2018年，高树
丽在宝塔区民政局一干就是 37年，主
要负责退役军人安置工作。2018年
后，她推动成立延安爱国拥军协会，影
响带动一批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积极
参与拥军优属活动。“爱国拥军，是我
一生的信仰、一辈子的事业。”高树丽
说。

像高树丽这样，自发拥军优属的
感人故事，在延安还有很多，社会化拥
军呈现新气象。

军属牵动军心。官兵们的拼搏奋
斗，离不开军属的默默付出。延安市
出硬招、落实招，用心用情解决官兵的
后路、后院、后代问题。随军家属就
业、子女入学入托等“挠头事”，在军地
各级的携手联动下，几乎“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

“我老家在河南济源，爱人在当地
一所中学工作。这些年，我们一直两
地分居。去年，我向延安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提交了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安置
的申请。很快，我爱人的工作便有了
着落：去延安市实验中学任教。”烦心
事得以解决，武警延安支队执勤一中
队指导员李亚凯有说不出的高兴。

延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付
艳雨介绍，近年来，军转干部全部安置
在党政机关，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的 2522名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在企事
业单位；组织 3994名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积极开
展退役军人、随军家属就业服务季活
动，市县两级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84
场次，提供岗位 2.6万个；全面落实军
人子女教育优待规定。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这个
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
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枣园革命旧
址旁，《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上
的这句话，已深深刻在驻延官兵的心
里。

从延安市区出发，驱车 80 多公

里，翻过一道道蜿蜒的山脊，记者来到
驻守在南泥湾腹地的武警延安支队执
勤一中队营区。一声声呐喊响彻山
谷，官兵们正在训练。

“中队官兵扎根南泥湾，以革命
先辈为榜样，坚持把惠民生、暖民
心、解民忧作为践行拥政爱民优良
传统的自觉行动。”李亚凯说，中队
扎实开展“帮建党支部”扶贫活动，
以“中队帮支部、班带党小组、党员
结对子”的形式，军地联建联学，提
高村党支部带领群众致富能力。
2016年，驻地附近突发山林大火，中
队官兵连续奋战 9个多小时，成功扑
灭大火，救出被困群众 6人，紧急疏
散 368人。

“老百姓有急事难事，总能看到他
们。今年 2月，我突发脑溢血住院，部
队官兵主动捐款，第一时间把 6000多
元慰问金送到了医院。”说起执勤一中
队的官兵，宝塔区临镇镇姚家坡村民
孙启斌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儿称赞：扶
危济困、雪中送炭，他们是人民子弟
兵！

…………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千家万户哎
咳哎咳呦，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
来。”漫步在延河岸边，女子民兵连姑
娘们经常唱的这首信天游再一次在耳
边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