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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伦旗第一中学学生正在做安代健身操。 赵丽红 摄

□郭洪申 杨永娜 徐书彦

扎鲁特刺绣是一门古老的中国传统刺
绣工艺，也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
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扎
鲁特刺绣以彩色丝线、棉线、驼绒线、牛筋、
马尾鬃等绣线为主，通过绣、帖、堆、剁等技
法，在绸、布、羊毛毡、牛皮等上面绣出各种美
丽图案，刺绣过程中讲究构图均匀、整齐、连

贯、协调。扎鲁特刺绣，以其绚丽多彩和独具一
格，与湘绣一样闻名遐迩。扎鲁特刺绣的花纹
图案是蒙古族衣着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浓郁的历史特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充分体现
了蒙古族刺绣巧夺天工的技艺，成为中华刺绣

家族中的主要成员。目前，扎鲁特刺绣手工作
坊有上百家，形成了规模化的作坊。2008年，扎
鲁特刺绣被列入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扎鲁特刺绣的旗级传承人萨尼嘎玛受外祖
母和母亲的影响，15岁便能独立缝制出蒙古袍、
蒙古靴等。50多年来，刺绣已经成为萨尼嘎玛
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多次参加了通辽
市和扎鲁特旗组织的春节晚会，并且组织姐妹
们外出参加比赛，荣获了很多奖项，也让更多的
人欣赏到了扎鲁特刺绣文化的独特魅力。

无论时代怎么变，生活方式怎么变，扎鲁特

刺绣始终如一，用它那独特的方式闪耀在祖国
北疆。2021年，扎鲁特旗刺绣馆成立，通过多角
度、立体化的方式，向广大群众展现扎鲁特刺绣
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扎鲁特旗高度重视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断厚植文化底蕴，通过
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论坛、扎鲁特春晚、扎
鲁特刺绣大赛、扎鲁特刺绣展和刺绣培训班等
方式，搭建平台、发掘人才、培养新人，推动刺绣
技艺的保护和传承。与此同时，刺绣传承人也
积极参加区内外刺绣服饰大赛、刺绣服饰展演
等活动，正持续扩大扎鲁特刺绣文化的影响力
和美誉度。

安代舞是一种歌舞形式，歌词随编随唱，动
作简单易学，没有时间、地点限制，人们按照音乐
节奏踏步即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郁的生
活气息。安代舞发源于库伦旗，清朝中期，各地
闯关东的移民大量涌入草原，不同部落、不同地
域的文化风俗相融合，孕育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
安代舞。1956年，安代舞在库伦旗首届群众业
余文化汇演中首次搬上舞台；1958年，民间老艺
人额尔敦巴拉在北京表演安代舞，引起热烈反
响；1996年，库伦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安代
艺术之乡”；2006年，安代舞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年来，库伦旗聚焦安代文化的传承、创
新与发展，充分发挥安代文化培根铸魂、凝心
聚力作用，全方位展示安代文化艺术魅力，不
断提升安代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擦亮北疆
文化品牌。

为了使安代艺术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承和发
扬，库伦旗将安代舞改编成安代健身操，并在全
旗各中小学校、幼儿园推广普及。在库伦镇三家
子学校操场上，每逢课间操时间，学生们就会排
着整齐的队伍，伴着悠扬的舞曲，挥舞手中的红
绸，齐跳安代健身操，共同感受安代舞带来的快
乐。为了能够将安代健身操推广下去，三家子学

校还定期安排专业舞蹈教师对学生进行辅导，及
时纠正没有达标的具体动作。现如今，学生们已
经熟练掌握安代健身操要领，喜欢上了这套舞蹈
课间操。

多年来，库伦旗不断加强安代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工作，鼓励安代舞代表性传承人收徒、授徒，
开展传承性展演，扎实推进安代舞进校园、进社
区、进村屯、进广场“四进”活动，进一步扩大安代
舞的影响力、传播力，让安代文化在传承创新中
焕发新生。目前，安代舞国家、自治区、市、旗四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有 50人，已
有安代传习学校17所。

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久弥新的文化
印记，更是美好生活的丰厚滋养。近年来，通辽
市积极探索多方式多途径融合发展、保护传承，
切实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传承力，在
保护中合理利用，在传承中积极创新，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魅力，在新时代绽
放绚丽光彩。

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
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
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通辽
市在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顺应乡土人
才成长规律，激发乡村工匠内生动力，为北疆文
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农，绽放北疆文化魅
力。

皮画（科尔沁皮雕画）是一项将绘画、雕刻等
技术结合起来的古老技艺，既有线条美，又有立
体感，具有构图朴实饱满、造型生动逼真、色彩对
比强烈的特点。2022年，皮画（科尔沁皮雕画）
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皮画（科尔

沁皮雕画）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思沁通过多年潜
心学习、探索、研究民族皮雕画艺术，设立了“大
学生见习基地”和“妇女之家”，并开展多项公益
培训，培养众多皮雕画爱好者及传承人。2019
年，成立“嘎瓦皮艺乡村产业振兴培训基地”，为
当地农牧民培训皮画（科尔沁皮雕画）制作技艺，
助推脱贫攻坚，目前已培训农牧民300余人。

科尔沁服饰作为蒙古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蒙古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艺
术结晶。2007年，科尔沁服饰入选第一批自治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科尔沁服饰自治区
级代表性传承人田斯琴自觉担当起传承民族工
艺的重任，积极履行传承义务，向社会输出优秀
学员近千人，并创办通辽市豁尔沁职业培训学
校，将她所掌握的工艺技术传授给更多人，同时
帮助更多的待业人员共同走上致富的道路。

钩织在中国的发展源于 20世纪初，作为重
要的谋生技能，被广泛应用。早前，蒙古族人民
就将带有寓意的图案缝制在衣服上，形成独特的

“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图案内涵特征。

2022年，钩织家居用品入选通辽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钩织家居用品旗级传承人李瑛娜
将钩织文化元素与乡村脱贫结合，连续举办 23
期公益培训活动，将自己的钩织手艺传授给大学
生以及待业人员，成功培养了1500名学生，为促
进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带动贫困地
区劳动力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播，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

重要媒介，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选
择在直播间推广表演类、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引发了相关项目的消费热潮。

“下面，欢迎大家走进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直播间，共同欣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乌力格尔。”直播镜头前，雅布干
乌力格尔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班巴尔正在
与线上观众热情互动，在分享乌力格尔的历史文
化背景的同时，为大家展示别具一格的乌力格尔
演唱技巧，吸引众多粉丝进入直播间观看。

蒙医药是中医药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辽市
是蒙医药之都，在发展蒙医药产业方面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蒙医药产业作为通辽市着力培
育的产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也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通辽市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将打造百亿级中
蒙医药产业集群确定为通辽市“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制定了《通
辽市蒙药保护发展条例》，为蒙医药产业发展
提供法制保障。《通辽市蒙药保护发展条例》于
2022 年 3月 1日起正式施行，2024 年修正后重
新公告实施。

蒙医正骨疗法是科尔沁人民在实践中发明
创造的诊疗技术和药械生产技术，经历了几百

年的传承。蒙医正骨医师充分利用本地的药用
物种资源，采取蒙医正骨特有的行医方式，在治
疗骨伤，骨病常见病、多发病等方面有独到之
处，因其花费少、操作易行、不受环境条件限制
等诸多优点，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欢
迎。蒙医正骨疗法在实践中被不断总结、整理、
发展、提高，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临床经验和较
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2011年以来，蒙医正骨
疗法先后入选自治区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随着时代的发展，蒙医正骨疗法面临
技术传承弱化、从业人员不足、经费投入不够、
品牌建设滞后和标准化建设亟待开展等诸多问
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制定了《通辽市蒙医正骨
保护条例》。

通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具有深
厚的社会和民俗传统基础，至今仍发挥着传播

文化、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等社会功能。音乐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之一，据统计，通辽市共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 131 项。然而，随着大众审美
观念的变化，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
着不断消失和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为规范音
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相关管理活动，制
定了《通辽市蒙古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条例》。该条例于 2019 年 4月 1日起正式施
行，2024年修正后重新公告实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通辽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雄厚、
后劲十足，面向未来，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
化自信，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
更加迷人的时代光彩。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

要意义。

近年来，通辽市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的工作方针，重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基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业工坊、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相关文旅融合项目进行扶持，推动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坚持保护与开

发、传承与创新并重，积极挖掘整理、宣传推广、培训传承、融合发

展，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绽放出更加迷人的时代光彩

扎鲁特刺绣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跑不了老师与
女 儿 一 起 赶 制 刺 绣 订
单。 白敖敏 摄

扎鲁特旗版画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照那木拉全
身 心 投 入 创 作 中 。

白敖敏 摄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潮尔制作技艺自
治区级传承人宝音通
过雕刻、绘画，将多种
艺术形式融入到作品
中。 白敖敏 摄

跳起安代舞。
张启民 摄

宣传引导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火起来

融合发展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跑起来

立法保障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兴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