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眼新闻眼晚报版
2025年6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 / 董文龙 张璐 校对 / 张婧 0505版版

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6 月

14日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

月12日，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市文化和旅

游局及各县（区、市）文旅局将围绕“融

入现代生活 非遗正青春”这一主题，精

心策划一系列传统与现代完美交融的

文化活动，诚邀市民游客一同踏上这场

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传统技艺荟萃，青春气息弥漫。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在市文化

和旅游局举办的活动中，黑陶、剪纸、

面塑等 13 项非遗展示项目将集中亮

相。昔阳县将通过主题宣传、动态展

演、静态展示、现场体验四大板块，为

市民构建一个沉浸式的非遗空间。市

民可以亲手制作非遗手工艺品，让“文

化遗产”真正融入“生活日常”。左权

县将线上线下双线并进，非遗传习中

心内民歌与小花戏展演精彩不断，并

欢迎亲子家庭前往布艺虎、剪纸体验

区体验。网红传承人通过抖音直播，

将非遗的魅力推向云端。灵石县将线

下非遗馆参观与古籍修复、拓印体验

同步开启，线上知识竞赛则围绕非遗

政策、文产转化等专题展开，形成全

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寿阳傩舞爱社神

秘莫测，寿阳耍叉惊险刺激，糖画钩艺

精巧绝伦，这些非遗项目将在展演中

生动诠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传承理念。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榆社

县的霸王鞭、响环舞等非遗演出将点

燃观众的热情，非遗购物节让木雕、丝

绣、食醋酿造等技艺通过市场焕发出

新的生机。祁县的心意拳刚柔并济，

砖雕文创产品精雕细琢，将为观众展

现传统技艺的当代美学价值。介休市

将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普及非遗知识，

让“保护传承”的理念深入人心。

本 报 讯 （ 记

者 史俊杰） 6 月 6

日，为迎接2025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山西农业大学在太谷

区山西铭贤学校旧址

开展“素楮承檐 瓦韵

留痕”瓦当拓印体验活

动，通过宣纸与瓦当的

触碰，让古老的文化遗

产挣脱岁月束缚，从尘

封中“走出来”，向未来

“传下去”。

此次活动由山西

农业大学后勤保卫部

文物保护与校园修缮

科主办，党政办公室、

后勤保卫部负责人，园

艺学院、城乡建设学院

等60余名学生参加了

活动，共同感受传统技

艺魅力，探索文化遗产

底蕴。活动启幕，主持

人引领师生步入瓦当文化长廊。展板

上，瓦当的历史脉络与纹样演变徐徐

铺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设立背

景、山西铭贤学校旧址的往昔风华也

一一呈现。实物展示区中，形态各异

的瓦当静静陈列，师生们穿梭其间，透

过图文与实物，跨越千年时空，触摸古

人的智慧结晶，聆听历史的深邃回响。

在技艺讲解环节，主持人从拓印

技艺诞生的历史渊源，到在文化传承

中承载的厚重价值，再到现代多元的

应用领域，系统全面讲解，为师生们

打开了一扇通往古老技艺世界的大

门，不仅加深了大家对拓印技艺的认

知，更为后续的实践操作筑牢理论根

基，让大家对即将到来的亲身体验满

怀期待。

在专业指导下，师生们开启拓

印技艺的实践之旅。清洁碑石、匀

刷清水、铺纸捶拓……每一步都蕴

含着深厚的学问。其中 15 种瓦当

纹样备受青睐，特别是定制的校徽

瓦当更具独特意义。大家精心挑选

心仪图案，全神贯注地操作，随着拓

印的完成，一幅幅专属作品新鲜出

炉。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

“这次体验真切地感受到了非遗技

艺的鲜活生命力，也让我们对古建

筑美学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传统

文化离我们如此之近。”

本次活动以瓦当艺术为载体，以

非遗拓印为桥梁，将传统建筑美学的

瑰宝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鲜活体

验，不仅唤醒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深

层认知，更通过手作实践连接古今，

让古老技艺在年轻群体中焕发新

生。活动生动诠释了“让文物焕发新

活力、绽放新光彩”的主题，为文化传

承注入了青春力量。

本报讯 （记者 李娟） 6 月 11

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

晋中信息学院非遗艺术节暨2025年太

谷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校地联动非

遗宣传展示活动在晋中信息学院举

行。本次活动通过非遗项目展示、技

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为师生带来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非遗盛宴。

活动现场设置了非遗项目展区，

汇聚美食、传统中医药、传统手工艺三

大领域28 个非遗项目。美食展区内，

太谷饼、芝麻丸等传统小吃香气四溢，

吸引众多师生驻足品尝；中医药展区

展示了把脉、正骨、针灸等传统疗法，

让参与者亲身感受中医文化的独特魅

力；手工艺展区陈列着麦秆画、景泰蓝

掐丝葫芦、蛋雕等精美作品，展现了非

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为参观者带来

了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在乌马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一

件件承载历史与匠心的精美展品，无声

诉说着晋中文化的厚重底蕴。国家级

非遗项目祁太秧歌、晋剧“四大件”演奏

等表演轮番上演，让古老艺术焕发时代

生机。在数字化展厅，创新引入的非遗

数字化体验项目，以科技手段拉近了青

年学子与传统技艺的距离。

活动期间，山西省非遗保护中心

副主任边疆为师生带来非遗保护主题

培训，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非遗保护工

作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非遗传承

人任李平在研学空间举办了“点麦成

金，金穗成画”麦秆画非遗技艺研学活

动，吸引了众多对传统文化充满热情

的学生积极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还正式揭牌

成立“晋中非遗博物馆晋中信息学院

分馆”和“晋中市太谷区非遗技艺传承

基地”，有力整合地方非遗资源与高校

学术科研力量，为非遗的系统性保护、

研究与活态传承提供坚实支撑。

本次艺术节是晋中信息学院与太

谷区深化校地合作的重要成果，通过政

府与高校的紧密协作，为非遗搭建了展

示、传播与教育平台。今后，校地双方

将继续探索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新路径，让传统文化在青年一

代的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今年6

月是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增强

居民安全用电意识，营造和谐稳定供用

电环境，连日来，国网昔阳县供电公司

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

题，组织党员服务队和青年突击队深入

昔阳县城核心商圈、人流密集的街头巷

尾及市民广场，开展电力安全流动宣传

活动，将用电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宣传现场，队员们身着红马甲，化

身“安全讲师”，手持图文并茂的用电安

全手册，在人流中穿行讲解。他们采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普及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电力设施保护和安全用

电等知识，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提高保护

电力设施意识、安全用电意识，积极防

范各类安全风险，切实维护自身生命财

产安全。此外，队员们结合夏季用电特

点，聚焦群众日常关切，面对面解答群

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用电问题，从识别

老化电线、插座过载危险，到电器规范

使用、雷雨天气注意事项、节约用电小

妙招等，内容紧贴生活实际。此次流动

宣传活动累计发放资料200余份，就安

全用电、应急急救等问题接受群众咨询

4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安全

用电意识。

国网昔阳县供电公司将以此次宣

传活动为契机，继续开展多种形式的电

力安全宣传活动，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

意识，把“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

种子播撒在街头巷尾，为构建群防群治

的安全防线、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

全可靠运行和昔阳社会和谐稳定注入

坚实的群众力量。

这些非遗盛宴等你来
晋中“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抢先看

晋中信息学院： 非遗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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