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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更新 

● 本网站蒙古文版本3月30日正

式开通了！  

● 蒙古流行音乐2008合集  

● 2008年蒙语春节晚会《美丽

家园》精彩花絮  

● 五彩传说(五彩呼伦贝尔合唱

团)  

● 电台《文艺在线》节目开通

了  

● 国际蒙古族长调民歌大赛专

题  

● 杭盖一支投身蒙古音乐的乐

队  

● 演员巴音的个人网站开通

了！  

● 斯琴巴图经典书法作品  

内蒙古：保护草原文化传承文明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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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6月9日，是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保护日，今年的主题是“保护文化遗

产，构建和谐社会”，全国各地都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我区也不例

外。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前辈创

造了灿烂的文化。由此，在世界几大文明中我们是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民

族。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认

同。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着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在联合国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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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组织中，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保持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呼声越来

越高，国际的规则越来越多，陆续制定了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一些国际性公约。

    2005年，一些专家就呼吁设立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日，目的在于唤起

公众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形成良好的氛围。中央领导都做了批

示，要求有关方面进行研究，2005年底发布了国务院42号文件，在这一文件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设立我们国家文化遗产日”，这个遗产日就定于每年6月的第

二周的星期六，去年是6月10日，今年是6月9日。

    回眸内蒙古，自实施建设民族文化大区战略以来，物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可以说走在了全国前列，成为文物大区、文化大区。丰富多彩的文化

资源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成为我区发展的强大软实

力。

    今年6月9日是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保护日，作为文物保有量和非物质

遗产较丰富的地区，自治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哪些新进展?近

日，记者走访了文化厅有关负责人。

    文物保护：努力前行

    内蒙古作为全国重要的文物大省，其文物古迹不但丰富，而且具有久

远性和多民族性的特点，我区的文物不论从其数量上和重要影响上都处于全国

前列，为国内外所关注。

    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王大方介绍说，我区的文物保护工作近年来取得

很大进步。内蒙古的文物保护“五纳入”工作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注下，

开始逐步落实。根据国家关于文物保护“五纳入”的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用

于文物保护的经费投入现已达到每年500万元。文物保护和维修工作取得明显进

展，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民族文物得到了科学保护。配合国家文

物局，启动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此次普查从2007年4月开始，到2011年

12月结束，共五年的时间，分试点培训、实地调查、成绩公布等三个阶段进

行。与此同时，我区还狠抓文物安全和文物执法工作，积极探索建立文物保护

的长效机制，大力推进文物安全防范工作，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文物行政执法专

项督察活动，加大防范和打击盗窃、走私文物犯罪活动的力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并重

    我区有1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去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有所不同，物质文化遗产是以

物为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很多是通过口传、身授的方法来传

递下来的。因此保护传承人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措施，所以有些项

目经常是艺随人走，很多老艺人的绝招、技艺没有留下来，这都是非常惨痛的

损失。

    文化部从去年5月20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我

区就开始围绕传承人的问题进行相关的工作，今年4月印发了《关于推荐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人传承的通知》，就推荐的范围、条件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这次评选的传承人要求能够完整掌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或者特

殊技能，具有公认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并且能够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

继人才的人物，这在我们国家是首次公布。



    文化厅社文处的刘处长说，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绩，但总体而言，无论是从我国还是我们自治区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有的地方组织机构不健全，经费不足；各地非物质文化

遗产普查工作的进度不一，水平质量参差不齐；国家名录项目的保护措施不

力，代表性传承人尚未得到有效保护，珍贵实物资料流失严重，“重申报、轻

保护”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

    目前我区除了认真做好第二批国家级名录项目的申报工作外，还在积

极筹备我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和确定传承人；在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

进行保护的同时，积极探索建立“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提高全社会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来源：内蒙古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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