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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反映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作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综合试点省，
浙江的许多工作，具有探索性、开创性，为此为“浙江省非特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列思考”为副标题
。
　　本书内容分为四编：　　第一编为综合报告。
所谓综合报告，这里是指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工作情况、工作实践进行概括、归纳、总结和理性
思考、分析，以促进今后的工作。
本编相关篇目主要从宏观的、前瞻的视角，通过回顾成功实践，总结阶段工作，反思失误行为，探究
保护规律，力求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第二编为专题探讨。
专题探讨，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方法的具体化。
做好保护工作，必须在提出总的、普遍的要求之后，还要针对不同情况、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特殊
情况，给予必要的个别指导、具体指导、分类指导、因势利导。
一是分类指导。
这种指导不是一个一个地进行，而是一类一类地进行。
　　第三编为典型剖析。
典型，这里主要是指具有代表性的单位。
一是抓好典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保护工作该抓
什么？
应该怎么抓？
不应该怎么抓？
我厅通过抓试点、抓典型，模索经验。
　　第四编为报道选录。
媒体对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关注，积极宣传，推波助澜。
本编仅编入作者在《中国文化报》发表的关于新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系列文章，分为政策篇、措
施篇、机制篇、前瞻篇、访谈篇，对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特点、成功做法作了介绍，对今
后工作应当朝着什么样的目标方向发展，顺着什么样的路径努力，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推进，作
了研究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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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淼，浙江临海人。
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首届社会文化管理专业毕业，杭州大学哲学社会学系管理哲学研究生班结业。
1980年起在临海县城郊区文化站工作，1984年先后任共青团城郊区委副书记（主持）、城郊区文化站
站长；1985年起任临海市文化馆副馆长、临海市青年联谊协会副主席、共青团临海市常委；1986年9月
至1988年7月，在京学习；1988年8月调至浙江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工作，先后任力事员、处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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