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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政策一年内将进一步细化

““非非遗遗””传传承承困困境境一一一一得得到到立立法法回回应应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条例》 于1月20日在市
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
决通过， 从今年6月1日起实
施 。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 ， 实施非遗传承
人培育计划 ， 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普及 。 市人大
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
有关部门应在条例实施起
一年内 ， 在内容 、 办法 、
程序上通过制定配套政策
进一步细化。

【立法意义】
传承城市历史文脉 推

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为什么对非遗如此重视？ 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清介绍， 作
为北京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位居
全国前列， 具有历史悠久、 多元
融合、 博采众长等特点， 延续着
北京的城市历史文脉， 凸显城市
的历史文化价值。 “保护好非物
质文化遗产， 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历史责任。” 张清表示。

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 保存工作， 传承北京历史文
脉，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
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
法工作，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和传承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形成
全社会公同保护非遗的氛围。

【北京非遗概况】
126个项目入选国家级

非遗项目名录

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
800多年的建都史，传承积累了极
其丰富的非遗资源。 据北京市文
化和旅游局介绍，截至2018年6月
底，全市已普查非遗资源1.2万余
项，其中昆曲、京剧等11个项目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相声、
抖空竹等126个项目入选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北京评书、
京绣等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73
项，北京面人、拉洋片等区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909项。

国家级、市级、区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分别有 101位 、252位 、
731位。全市已经建立国家、市、区
三级非遗代表性名录保护体系。

【传承难点】
“没人、没钱、没销路”是

普遍面临问题

作为首都特大城市， 非遗保
护也面临特殊的挑战 。 张清介
绍， 经济社会发展迅速， 非遗所
依存的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更易
受到影响和破坏 ； 人口快速流
动， 信息获取渠道极大丰富， 一
些非遗受众持续减少； 生活成本
高 ， 传承缺乏场地 ， 学徒收入
低， “没人、 没钱、 没销路” 是
传承人普遍面临的问题等等。

双彦是泥塑（北京兔儿爷）传
承人， 于2017年12月28日入选第
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传承人。他自幼接受家传，
从7岁开始学艺，从艺经历已近50

余年。双彦的院子，超过三分之二
分给了泥彩塑。一间库房、一间工
房，剩下用来居住的房子里，其中
的书房仍摆满毛笔、 颜料和各种
泥彩塑。

双彦告诉记者， 包括儿子、
侄子在内， 目前， 京城只有他们
三个人做传统的 “兔儿爷 ” 泥
塑。 作为民间传统艺术， 收徒授
艺似乎是极为郑重谨慎的一件
事， 然而， 双彦却表示今时不同
往日 。 “没有人喜欢学这门手
艺。” 究其原因， 双彦说： “首
先这门手艺赚钱少。” 目前， 双
彦销售彩泥塑主要靠的是熟人，
收支仅处于平衡状态。 “还有一
个原因就是做泥塑特别枯燥， 一
坐就是大半天的时间， 现在很少
有孩子坐得住。”

【解决问题】
场所、资金、传承方式等

方面提供法律依据

条例出台后对代表性传承人
有哪些支持措施？ 市文化局副局
长庞微介绍， 首先支持团体传承
人。 北京市非遗条例突破了过去
一个项目只有一个代表性传承人
的惯例， 首次规定团体也可以作
为传承人， 这对于集体共同传承
的非遗项目来说具有积极、 长远
的扶持作用。

同时， 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
多种形式的传承活动场所。 计划
利用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
工业遗址等， 为代表性项目的保
存、 研究、 宣传、 展示、 交流等
提供场所。 例如， 将积极推动行
政副中心北京非遗展示空间的建
设， 同时东城区、 西城区、 朝阳
区、 石景山区非遗保护中心的一
批传承人工作室和展示空间将陆
续运营， 传承人的传承展示场所
将更丰富、 更多元化。

在传承方式上， 在继续保留
传统 “收徒传艺” 传承模式的同
时， 将通过现代教育体系拓展传
承方式， 如在高等学校和中等职
业学校间的贯通培养项目中增加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 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按照规定
实施学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鼓励
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兼职任教、
建立工作室等， 拓宽传承面， 促
使非遗传承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
相适应。

除了直接给予传承人的扶持
政策， 更多将通过发挥政策、 资
金的激励引导作用， 形成全社会
积极参与的非遗保护环境。 如利
用非遗保护专项资金， 对全市已
认定的清华大学等35所大中小学
“北京市非遗培训基地”， 北京珐
琅厂等15个 “非遗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 ”， 民族乐器修复等3个
“非遗优秀实践名册” 项目， 分
别 予 以 奖 励 。 通 过 北 京 文 化
艺术基金， 过去3年共投入资金
7500多万元， 支持了社会企事业
单位和社团开展的涉及非遗的92
个项目。 今后将进一步加大支持
力度。

【如何贯彻】
一年内制定配套规章进

一步细化

立法只是实现法治的第一
步， 比立法更重要的是守法和执
法。 市人大法制办副主任王德林
表示， 政府有关部门应立即组织
系统内的学习， 使相关工作人员
深入理解各项规定， 按照 “谁执
法谁普法” 的要求， 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要大力宣传普及条例，
让非遗传承人、 项目保护单位、
相关社会组织、 公共文化机构、
新闻媒体、 学校、 社区等非遗传
承传播主体， 尽知自己肩负的责
任和义务。

条例建立健全了多项制度 ，
但有些制度无法详细规定， 需要
在内容、 办法和程序上通过制定
配套规章进一步细化。 王德林介
绍， 根据 《北京市制定地方性法
规条例》 的规定， 对法规中明确
要求有关机关作出配套具体规定
的， “有关机关应当自法规施行
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

据了解， 本市各部门将继续
完善非遗保护相关制度， 研究制
定配套政策。 庞微介绍， 目前正
在 研 究 制 定 《 北 京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管 理 办
法》、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
管 理 办 法 》 等 相 关 政 策 。 同
时 ， 市人社局、 市知识产权局、
市教委、 市民族宗教事务委等十
多个部门将组成非遗保护工作联
席会议， 按照职责开展非遗保护
工作。

这些配套政策的出台， 将为
条例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撑 。 同
时， 市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开展以
执法检查为主要形式的监督。

【各方举措】
多校探索多途径推进非

遗进校园

近年来， 推动非遗文化进校
园已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
容之一。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
2010年开始， 教育部分两批建设
1500所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
校， 非遗项目在传承项目中占比
近55%。

有不少北京市中小学， 如北

京市赵登禹学校 、 灯市口小学
等， 通过综合社会实践活动、 主
题班队会、 社团活动、 社会大课
堂等途径， 组织学生学习体验并
动手制作非遗项目和产品， 推进
非遗文化进校园。

王磊是朝阳区区级非遗项目
孙氏剪纸第四代传承人。 如今，
王磊的剪纸技艺传承已经不仅是
家族式传承， 而是走入朝阳区中
小学， 向更多的孩子普及。 王磊
如今在4所中小学长期上课， 每
周4节， 他所教的孩子每学期都
能上12节左右的剪纸课， 掌握基
本的技术和鉴赏能力。

近800非遗传承人进北
京高校研修培训

2016年至今， 北京市文化和
旅游局委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中央美院、 中国戏曲学院、 北京
城市学院、 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
技工学校8所院校， 开展了针对
全国及京津冀地区非遗传承人群
的研修培训。

研修培训涉及漆艺、 皮影、
玉雕、 京绣、 剪纸、 景泰蓝、 雕
漆、 花丝镶嵌、 评剧、 昆曲、 京
剧、 民族服饰制作等非遗项目，
培训非遗传承人群学员近800人。

非遗保护各区在行动

目前东城区成立了全市第一
家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 聘请专家组成非遗保护专家
委员会。 还聘请了200多名社区
普查员 ， 运用文字 、 录音 、 录
像、 多媒体等各种方式， 将一批
具有重要历史、 文化艺术价值又
濒临灭绝的非遗项目记录在案，
汇编完成非遗普查项目汇编。

西城区非遗展示中心将进行
深化改造， 通过整体规划和功能
调整 ， 改建为集 “演 ” “展 ”
“传” “记” “阅” 五个功能为
一体的西城区非遗剧院。

海淀设立的非遗保护专项资
金， 目前增至每年200万元。 每
个区级非遗项目每年补助 8000
元。 同时， 积极争取市级资金近
300万元。

【各方声音】
市人大代表钟连盛：

利用腾退空间建立非遗
展示园

市人大代表、 国家级非遗景
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钟连盛建议， 相关部门应该研究
选取专门空间 ， 建立非遗展示
园， 用以传承、 创新、 传播、 弘
扬非遗项目。

他说， 当前， 一些有条件的
非遗大师工作室、 老字号企业都
建立了博物馆， 展示非遗项目的
作品和历史。 而更多技艺尤其是
民间技艺， 没有很好的条件进行
常态化展示， 只能在一些非遗展
会和传统节日期间进行有限展
示， 很少有机会被公众了解。

钟连盛建议， 建立非遗体验
园区， 让非遗能有更多的展示空
间。 “随着疏解整治的推进， 可
以 利 用 一 些 工 业 转 型 升 级 后
腾 退 的空间 ， 建立起非遗展示
体验基地。”

市人大代表万建中：
聘非遗大师为教授提升

社会地位

市人大代表、 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万建中认为， 推动非遗传承人
的培育， 首先要给予一定的政府
资助，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才
能一心一意从事非遗职业和教授
徒弟。 同时， 亟待提升非遗传承
人的社会地位， 这也是吸引更多
年轻人投身非遗传承的关键 。
“非遗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文化
瑰宝 ， 非遗从业者应该是荣耀
的， 但目前这种荣耀感还没有表
现出来。”

【传承人期望】
兔儿爷传承人双彦：
租金上给予优惠政策

双彦说， 现在兔儿爷传承人
生活状况有了提升， 国家每年会
给他提供两万元的带徒津贴。 不
过， 兔儿爷过度的商业化也引起
了他的担忧， “北京城现在做兔
儿爷的很多， 但纯粹为了做生意
的占大多数， 兔儿爷背后最重要
的历史文化却被忽略了。”

双彦希望， 相关部门有一些
优惠政策， 比如在房屋租金上，
从政策上给予足够的支持。

工艺美术大师徐思庆：
期待细则出台提供有力支撑

北京市通县靛庄花丝厂的徐
思庆是工艺美术大师。 “对于非
遗怎么保存保护， 传承人怎么认
定等问题 ， 条例有了相当的细
化。” 徐思庆介绍， “北京市通
县靛庄花丝厂是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单位， 在景泰蓝传统制作的
基础上， 又在材料、 工艺方面进
行了创新， 颜色更靓丽。 此前有
人质疑这还是传承吗？ 条例出台
后， 这点困惑没有了， 因为条例
规定不只是要传承， 还要发展创
新， 创新得到了认可。”

【北京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