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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由李俊霞主编，结构严谨，内容新颖，《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挖
掘与保护》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的新态势、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的新进程、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析和价值评价等十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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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非物质文化遗产项日传承人保护制度逐步建立。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
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工作的关键环节。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建立“人类活珍宝”制度的指导件意见》，我国将传承人纳入“人类活
珍宝”的范围，对他们的传承进行档案登记、数字化存录，建立专门的图文影像数据库；组织专家对
传承人的成就和传承方式进行学术性、专业性的分析和总结；为传承人出书立传或举办优秀成果展演
和展示；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通过授课、带徒等方式培养接班人，使其技艺得到
较完好的传承。
 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制度化，文化部公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
义务和资助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江苏、陕西、河南、浙江、上海、宁夏等省也先后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与管理办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我国分三批共认定了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文化部为国家级“非遗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颁发了证书。
各省市区也陆续开展了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命名工作，其中
评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6332名，并公布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如云南省已经命名了三批共647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6个州（市）命名
了970名州（市）级传承人，129个县（区、市）命名了1893名县（区、市）级传承人，已建立起四级
传承人保护体系。
一些省市还为国家级和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发放补助或津贴。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已得到了各级相关部门的重视，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传承人保护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
 4.资金扶持力度逐渐加大。
 目前，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金扶持力度已成为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的共识。
从中央到地方都给予正在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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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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