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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军，男，汉族，中共党员，

1967年1月出生。曾获得县机关党

委“优秀党员”、县“精神文明先进

个人”、县政协“优秀政协委员”等

荣誉。现任阜蒙县卫生健康服务

中心党委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十四

届委员会文学艺术界委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
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且世
代相承的传统文化。我县从2006年9
月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来，
经工作人员不懈努力，已申报注册国家
级非遗保护项目3项，省级非遗保护项
目15项，市级非遗保护项目31项，县级
非遗保护项目91项，申报非遗保护项目
工作成绩斐然。然而，在众多非遗项目
申报成功的背后，却隐藏着传承人即将

“断档”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
一、当前现状
阜蒙县现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传

承人3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传承人5
人，市级非遗保护项目传承人59人，县
级非遗保护项目传承人168人，共235
人。国家省市县各级非遗保护项目91
个，平均每个项目现在传承人1.6个，还
不到2人。在国家级3个项目中，其中
一个血衰症疗法传承人已去世。省级
15个项目中，只有4个项目有传承人，其
中一个传承人已去世。此外，蒙郭勒津
祭祀敖包、蒙郭勒津蒙医药、蒙郭勒津好
来宝、蒙郭勒津刺绣、蒙郭勒津服饰、蒙
郭勒津烙馅饼、蒙郭勒津喜塔尔、蒙郭勒
津查玛舞、蒙郭勒津安代舞、蒙郭勒津婚
礼、三沟白酒酿造技艺等11个项目的传
承人还没有得到审批。现有各级传承人
多数年龄偏大，能力有限。随着传承人
的老化、生病、去世，有些非遗保护项目
已经不能接续和展示。

二、存在问题
（一）传承人队伍弱小，面临“断档”

现象。
我调查中了解到，非遗保护项目有

传承人的，年龄偏大，接续力量不足，目
前尚可支撑，不久就会出现有项目没有
传承人的现象。在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中，有11个申报成功的非遗保护项目没
有传承人，市县级传承人若要晋级省级
传承人尚需时日。因为非遗项目的技艺
难学，需要多年磨炼，由于没有激励政
策，学习非遗技艺的人很少，参与学习的
人，积极性不高，导致传承人队伍后继乏
人。长久下去，即使申报成功，有些项目
也要面临失传的危险。

（二）对传承人培养认识不足，没有
建立长效机制。

非遗传承人承担着非遗项目的传承
和保护责任，是一个项目得以传承下去
的重要环节和载体。对他们的培养关系
到一个非遗项目能否得到完整性、规范
性、传统性的传承弘扬，关系到自身素质
的提升和技艺的进步。目前，只有少数
非遗传承人接受过培训，大多数传承人
还没有得到专业系统的培训教育。现
在，相关部门培养传承人的紧迫感不强，
长效机制和具体措施还不到位。

（三）缺乏非遗精品化项目，挖掘保
护力度不够。

在现有的非遗项目中，除乌力格尔、
东蒙短调民歌、血衰症疗法、马头琴演凑
等国家省市级非遗项目外，其他市县级
非遗项目还缺少包装宣传、精雕细磨、巡
演展示，形不成精品项目。在挖掘整理
上，一些项目只停留在立项阶段，还没有
做到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搜集到的现
有资料不精不细，不够完整。

（四）缺乏非遗传承保护积极性，全
民参与意识不高。

社会各界对非遗保护工作了解有
限，对非遗项目内容不太清楚，不知道保
护非遗的作用和意义，群众提供线索和
保护意识不强。非遗保护工作在一些部
门单位和群众中被轻视或忽视，导致挖
掘、保护、传承受到影响。

三、几点建议
（一）认真落实《阜蒙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按年度下拨非遗保护专
项经费。

参照国家和省级下拨传承人传承经
费的做法，结合我县实际，对市县级传承
人发放传承补贴，按年发放到人头。继
续推进非遗展演进校园、进社区、进乡镇
活动，激发孩子们和各界群众对非遗传
承保护兴趣。同时，定期举办各类非遗

项目培训辅导，对传承人和学员的传承
成果和学习效果制定奖励机制，激发传
承人和学员的积极性。再有，每年为传
承人制定相应的工作目标，按要求完成
相应工作任务。另外，要关爱传承人队
伍，解决他们生活工作中的难题，宣传他
们的事迹，鼓励他们的干劲，尊重他们的
工作，增强传承人的荣誉感。鼓励传承
人收徒拜师，形成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
传承人链条。

（二）高度重视传承人队伍的培养教
育，建立非遗传承人培养教育长效机制。

我县要积极争取上级非遗部门的支
持，开展各门类非遗专家授课的培训教
育活动，搭建各省市县传承人交流学习
平台，积极组织参加和观摩省内外的非
遗展演以及辅导教育工作，开阔传承人
的眼界和思路。同时，制定传承人中长
期的培养教育计划，培训要坚持连贯性，
明确学习任务和目标，定期检验学习成
果。

（三）着力打造非遗精品项目，弘扬
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精髓。

相关部门要组织非遗保护工作人
员，深入基层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逐项
深入挖掘整理非遗项目，尽快完成立项
的项目材料整理和传承人的确定。对条
件具备的非遗项目，从材料整理、音视频
录制到项目展示，都要做好纸质版和音
视频版项目包装，利用各种机会和平台
向外宣传和推介，做到资料完备，展演精
湛，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非遗项目。平
时，要组织人员加强演练，力求精美，成
熟一个，打造一个，并做好精品项目储
备，随时可以展演展示。另外，研究探索
精品项目与旅游文化相结合，设计开发
研制非遗产品，制定落实演出奖励办法。

（四）大力宣传非遗保护的意义和作
用，提高社会各界参与保护意识。

我们要利用下乡展演机会，广泛宣
传非遗保护知识和重要性，奖励非遗线
索、资料和人员的推荐者。邀请非遗保
护工作专业人员，组织向社会各界开展
的相关培训和非遗知识普及，提升社会
关注度和对非遗保护的认识。与此同
时，要做好各单位的协调沟通，搞好系统
内各部门间的配合和支持，凝聚非遗传
承保护力量。此外，相关主管部门要定
期向县委县政府汇报非遗保护传承人工
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反映存在的问题和
合理化建议。积极申报国家、省非遗生
态保护区，争取国家和省级政策支持。
全县各级组织要组织学习好《阜蒙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按照《条例》规
定进一步落细落实各项工作。

【戴口罩】出门就得戴口罩，还得
带个备用的。

【勤洗手】出门回家要洗手，没洗
别摸眼鼻口。

【少聚集】年前年后少办事，喜事缓
办，丧事简办，宴请不办，家庭聚餐不超
过10人；少串门，少聚会，不打麻将不看
戏；赶大集，别拥挤，距离保持超一米。

【讲卫生】随地吐痰不可取，喷嚏
咳嗽挡口鼻；吐痰用纸包裹好，扔进垃
圾桶里去。

【重饮食】进口冷冻食品要注意，尽量
要买国产的；进口要看“四证”全，别为口福
贪便宜；鱼肉蔬菜要做熟，少吃生食保身体。

【快报告】咳嗽发烧赶紧告诉村主
任和社区；不乘公交不打的，一个电话
医护到，专车送你去就医。

【常通风】家里要是有条件，多通
风来多换气；通风注意把暖保，免得感
冒打喷嚏。

【日清洁】保持清洁搞卫生，每天
都得倒垃圾；桌面地面勤打扫，厕所消
毒要牢记。

【配合好】主动配合乡村干部的工
作，有外人，要报告，不造谣也不传谣，
共同来把疫情消。

阜蒙县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

2021年1月19日

家庭个人防控明白纸

【落责任】县乡党委政府、村两委会
是本地区疫情防控责任主体，要主动接
受群众监督，因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造成疫情传播蔓延的，要严肃追责。

【包干制】县干部包乡镇，乡镇干部
包村屯，村干部要包户；网格员、志愿
者，分片包干勤巡逻。

【严进入】外来人，要管好，健康码，
随时扫，登记行程和轨迹，返乡人员需
要7日核酸检测的报告，无法提供居家
14天，严格管理别乱跑。

【强消杀】企业、学校、风景区，农贸
市场、卫生院，民宿、药房、养老院，饭
店、幼儿园，机场码头和车站，出入人员
要严管，定期消毒是关键。公共环境维
护好，生活垃圾日产日清防生变。

【早报告】各级医院卫生室、个体诊所和
药店，发现发烧咳嗽的病人，第一时间管控
好，立即向上级报告，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链。

【广宣传】大喇叭、宣传栏、标语横幅展
示板、防控知识划重点，入户到人广宣传。

阜蒙县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

2021年1月19日

县乡村疫情防控明白纸在政协阜蒙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长效培养机制的建议
时长军

广大农民工朋友：光阴荏苒，日月如
梭。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我们共同体
会了惊心动魄与万千感动的相互交织，
在遭遇严峻挑战的道路上砥砺前行，我
们守望相助，众志成城，共同见证了春暖
花开时的那一片蔚蓝。值此牛年新春来
临之际，向奋斗在各条艰苦工作战线上，
为各大城市建设付出辛勤汗水的农民工
朋友们，郑重地道一声：辛苦啦！

春节前后是农民工返乡返岗的高峰
期，鉴于当前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面临的严峻复杂新形势，为了保证您
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和返岗复工安全有序，
特向广大农民工朋友发出以下倡议：

一、请您尽量选择在务工地过年
返乡旅途遥远，乘坐飞机、高铁、公

共汽车等交通工具会增加被感染的风
险，您如果非必要返乡可以留在务工地
过年，可选择微信、网络、电话等方式拜
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和聚集；如
果确需返乡过年，请您提前做好安排，

尽量错峰返乡。无论您选择在哪里过
节，都要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相关要
求，做好个人防护和出行安全。

二、请您做好个人防护
如果您确需返乡，请密切关注出发

地的疫情风险等级，从中高风险地区返
乡的，请您提前向目的地所在村（社区）
如实申报相关信息，途中全程科学佩戴
口罩，注意勤洗手，咳嗽、打喷嚏时注意
遮挡。返乡后尽量不去人员聚集场所
尤其是密闭场所，确需外出应保持1米
以上的社交距离。室内要经常开窗通
风，保持空气流通。

三、请您提前做好就业创业规划
春节前夕，我们将组织乡镇（街

道）、村（社区）劳动协理员对返乡农民
工开展入户调查，请您及时将务工意
愿、地点及岗位、薪资待遇等需求向劳
动协理员反馈，我们将根据您的需求，
提前制定就业服务计划和措施。

如果您有培训意愿，我们将联合应

急部门为您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培训后及时鉴定，对鉴定合格人员发放
职业培训资格证和特种作业操作证，有
效提升您的就业创业能力；如果您有就
地就近就业意愿，我们将通过“就业
通”、微信公众号、四级就业网络平台把
全市重点企业用工信息推送给您，包括
阜新弘霖煤矿有限公司缺工121人、阜
新平安矿业有限公司缺工86人、阜新小
东北食品有限公司缺工53人、辽宁阿尔
法液压有限公司缺工52人、辽宁众辉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缺工64人及阜新盛嘉
制衣有限公司缺工78人等等。同时，开
展线上招聘活动，供您选择适合自己的
工作岗位，为您提供精准的免费就业服
务，帮助您尽快实现就业；您如果有创
业意愿并且具备一定的创业能力，我们
将提供免费的创业培训、创业指导和创
业扶持，您还可申请最高不超过20万元
的创业担保贷款，租赁场地按规定给予
创业场地补贴；如果您外出务工为灵活

用工形式，有社保缴纳、劳动人事争议
和劳动监察等方面困惑与诉求，您可以
到所在县（区）、乡镇（街道）人力资源服
务部门咨询，他们将为您提供社保缴纳
政策宣传、社保代缴、人事争议调解及
劳动监察等服务，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四、请您提前做好返岗安排
春节后您如果还想返回原工作岗

位，请您提前将返岗时间、返岗地点告知
所在地村（社区）、乡镇（街道）劳动保障
公共服务机构，我们会动员与您时间段
相近、务工地相同的农民工集中包车或
乘坐统一交通工具返岗，必要时我们将
启动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保障
工作机制，确保你们安全有序返岗复工。

平凡的你们，续写着热爱与生活的
坚持；你们的每一段故事，都有各自不
平凡的精彩。借此机会，提前恭祝大家
春节快乐！阖家幸福！工作顺利！

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月25日

致 全 市 返 乡 农 民 工 朋 友 的 一 封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