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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非遗家底丰厚
截至目前，江苏省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11项，在全国各省
区市中位居第一。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162项、省级1166项、市
级2895项、县（市、区）级5416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27人、
省级820人、市级4088人、县（市、
区）级5817人。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为非遗保
护传承提供有力保障。2006年江
苏在全国率先颁布实施非遗保护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各设区市也根据
自身实际，先后出台多部非遗保
护地方性法规。摸清非遗家底，
才能更好地保护。江苏整理出具
有突出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
非遗资源线索28922条，完成300
多个重点调查项目。对高龄非遗
传承人和急需保护非遗项目，采
取抢救性记录方式，一批非遗核
心技艺得到永久存续。坚持分类
保护与整体保护相结合，比如对
昆曲、苏州评弹等传统戏剧、曲艺
类项目，实行“团、院、所、场、校”
五位一体保护；对非遗资源丰富、
文化生态环境良好的区域实行整
体性保护。

让非遗“活”起来
非遗活态传承，关键在人。人

才建设方面，江苏也下足功夫。
一方面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增
强传承人后备力量，在全国率先
开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传承
活动评估，将评估结果与传习补
助挂钩，激励传承人守正创新、多
出成果。另一方面拓宽人才培养
渠道。组织开展非遗技艺培训研
修，实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
划，开展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
统戏剧等类别研修培训。

让非遗走进寻常百姓家，加快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江苏在全
国首创“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
活动，将形式多样的非遗展示、展
演、体验活动植入景区“吃住行游
购娱”各个环节。

探索“非遗+”，让非遗传承迸
发更多活力。江苏注重挖掘乡村
非遗资源，认定省、市、县三级非
遗工坊 60 个、141 个和 395 个，
2023年吸纳就业人数12万人，实
现销售收入425亿元。

此外，江苏借助信息技术整理
存储、推广使用记录成果，全省已
完成70项年龄 70岁以上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的记录工作，最大限
度发挥其文献和学术价值。

推进省级非遗馆建设
报告指出，江苏在积极探索

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上，也存
在一些薄弱环节。从区域分布
看，总体上苏南苏中项目多而苏
北少。从项目类别看，传播活力
冷热不均情况突出。传承人队
伍结构不够合理，传承人结构老
化，受教育程度不高。如何让非
遗保护与传承持续发展，增强文
化活力？

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在关于全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情况的调研报告中
建议，进一步加强非遗支持保
障，完善省级和市县非遗保护资
金协同支持体系，适当加大省级
财政支出责任，以缓解基层特别
是部分苏北县（市、区）的财政投
入压力。积极推进省级非遗馆
建设。

同时，进一步强化非遗系统性
保护。夯实保护基础，要持续开
展非遗资源普查，组织好沿大运
河、沿长江非遗资源专项调查，动
态做好调查记录工作，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实施好非遗记录工程，
重点对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
和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濒危项目
进行全面记录、优先记录。

推进非遗法治建设
从传统走入现代的非遗，面临

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如何进一
步活化利用？

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建议，进一步推动非遗融合
发展。比如，深化非遗旅游融
合。积极挖掘、包装、开发、培育

“非遗+旅游”等特色产品，以嵌入
式理念加快推进非遗展示进景
区、进街区、进商业中心、进乡村
振兴重点村，引导和支持非遗项
目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在有效
保护前提下，要支持非遗项目与
生产生活、文化创意、教育科研、
体验融入相结合，要鼓励非遗相
关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不断扩大
非遗的世界影响力。

进一步推进非遗法治建设。
当前，非遗工作已经进入系统性
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新阶段，有必要
对省非遗条例再次进行全面修改，
建议省政府及文化和旅游部门以
此次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全
省非遗保护传承情况报告为契机，
加强立法研究，做好修订省非遗条
例的前期准备，待相关上位法审议
通过后尽快启动立法程序。同时，
鼓励各设区市制定和完善非遗保
护传承的地方性法规。

南京玄武区的红庙物业社区服
务中心，一个60平方米的空间内，
集齐缝补、理发、报修、助餐等各种
便民服务。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小
修小补”，家门口就能一站式解决。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体现在社会
飞速发展中，更体现在老百姓的衣
食住行中。日前，现代快报推出

“改革在身边·我是见证者”互动征
集活动，邀请大家晒出图片、视频
或者物件，讲述2013年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以来身边的改革故事。
活动发布后，不少市民踊跃投稿，
他们用切身感受讲述身边的新变
化。近日，现代快报记者收到一组
社区服务中心的照片，其中一名志
愿者正在用老式缝纫机修补裤脚。

“基本上居家常见的服务，我
们这里都覆盖了。”红庙物业社区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蔡威告诉现

代快报记者，别看服务中心宽敞亮
堂，以前只是小区的进出通道，如
今这里不仅承载了业主报修、意见
受理等传统服务，还拓展了多项便
民服务，比如“小修小补”、理发、收
取快递、助餐等民生刚需。

蔡威介绍，之前这里杂物堵
塞，还停放了很多自行车、电动
车。“有居民反映，能不能增加一些
小修小补的服务，这样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蔡威表示，改裤脚、补
拉链等老行当确实越来越难找到，
于是新街口街道和物业便商议着
是否可以改造一个便民服务点，车
辆则停放在专有区域。

小烟火体现大民生，“关键小
事”恰恰能折射出改革的温度。近
年来，南京探索鼓励有条件的物业
服务企业拓展物业服务新场景，通
过引入资源共建一批复合服务功
能的“睦宁里”便民服务站点，把小
修小补、日常必需、应急维修等生
活需要都解决在小区里。2022年
上半年，物业开始改造这处脏乱的
通道，当年 9 月正式对外开放，
2023 年 1 月 19 日率先挂牌“睦宁

里”便民服务点，可以辐射居安里
片区大概1600户家庭。

64岁的张师傅是服务中心的
一名志愿者，负责给居民修补衣
服。他告诉记者，辖区老年人多，
缝缝补补可以方便大家，经常也有
年轻人来寻求帮助。“以前大家改
个裤脚，要出门到处找店，现在家
门口就可以解决，而且还免费。”张
师傅说，自打服务中心成立以来，
方便了太多居民，家里有啥事需要
帮忙的，绝大多数在这里都能解
决，小区变得越来越宜居。

新街口街道城市治理办公室相
关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目前辖
区内有45家物业服务企业，“红庙
模式”也将推广到其他小区，计划
在香铺营社区打造一处物业服务
中心，将社区助餐、便民维修、爱心
理发等服务内容延伸到这里，让居
民生活更便利。

今年，新街口街道还将不断整
合资源，拓展红色物业“朋友圈”，
实现物业管理服务和基层治理水
平双提升。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蔡梦莹 马壮壮 文/摄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许文峰
罗雯佳 记者 刘伟娟）现代快报记
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7月30日，沪苏湖高铁上
海虹桥站至上海松江站间最后一
段锚段接触网导线架设完成。这
标志着该项目全线接触网架设完
成，为下一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
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触网是为高铁列车输送电
能的“大动脉”，行驶过程中，列车
通过车顶的受电弓与接触网导线
相接触获取电能。沪苏湖高铁于
2022年 12月 23日进行接触网第
一杆支柱组立，历时525天共计组
立 7237 根支柱；今年 4月 4日进
行首条接触线架设，历时118天共
架设接触网导线591条公里。

沪苏湖高铁由上海虹桥站引
出，途经江苏省苏州市，终至浙江
省湖州市湖州站，线路全长约
16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
上海虹桥、上海松江、练塘、苏州
南、盛泽、湖州南浔、湖州东、湖州
站等8座车站，其中除上海虹桥和
湖州站外，其余均为新建站房。

沪苏湖高铁建成运营后，将
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对于
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和长三
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
要意义。

7 月 30 日，江苏省商务厅发
布2024年上半年江苏商务运行情
况。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6833.4
亿元，同比增长 8.5%；实现社零
总 额 2.42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9%，占全国比重 10.2%。现代
快报记者注意到，随着“苏新消
费”系列活动深入开展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落实落地，家电消
费需求持续释放，限额以上家用
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实
现577.0亿元。

外贸进出口规模实现质升量
稳。据海关统计，上半年，全省进
出 口 26833.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5%，占全国比重12.7%；其中，出
口 17236.1 亿元，增长 8%；进口
9597.4亿元，增长9.3%。据了解，
1—6 月江苏进出口规模逐季提
升，二季度进出口额达 1.39 万亿
元，创同期历史最高；重点指标增
势稳定，集成电路出口、进口分别
增长38.5%、30.7%。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上
半年，全省实现社零总额 2.42 万
亿元，同比增长4.9%，占全国比重
10.2%，规模继续保持前列。全省
限额以上18类主要商品零售类别
中，近九成实现同比正增长。

据了解，目前江苏在5个国家
建有6家境外园区，入区企业360
家，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 6 万多
个。江苏积极支持柬埔寨西港特
区建设，协调整合各方资源，进一
步增强综合配套服务功能，扩大
产业集聚效应。截至今年6月，西
港特区已引入来自世界各地企业
（机构）188 家，其中中资企业占
85%。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杨晓冬

揭开江苏非遗保护传承“密码”
修订省非遗条例提上日程

“小修小补”，家门口就能搞定

江苏非遗家底丰厚，如何更好地对非遗进行保护和传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永续？7月30日，省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梦云

即日起，现代快报面
向全社会推出“改革在身
边·我是见证者”互动征
集 活 动 ，邀 请 你 晒 出 图
片、视频或者物件，讲述
身边的改革故事。现代
快报将根据征集到的内
容，择优进行采访报道。

征集内容：
晒 出 2013 年 党 的 十

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图
片、视频或者物件，讲述
其背后的改革故事。

征集时间：
即日起—8月底。
互动方式：
1. 下 载 现 代 + 客 户

端，在“改革在身边·我是
见证者”报道评论区留言
分享；

2. 关注现代快报官方
微博，在#改革在身边我
是见证者#话题标签下，
带图、带视频发帖，或发
私信分享，并留下您的联
系方式；

3. 关注现代快报官方
微信，在对话框中，输入#
改革在身边我是见证者#
话题标签，带图、带视频
留言分享，并留下您的联
系方式；

4. 拨打现代快报热线
025-96060进行分享。

现代快报邀你讲述
身边的改革故事

征集

沪苏湖高铁接触网
全线架设完成

江苏商务
上半年运行情况发布

这个服务中心提供缝补、理发、助餐、报修等多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