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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第三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申报评
选工作于今年 5月启动开展，
经过评审、公示等各项程序，
全市 71 家单位入选，涉及民
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手工
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多个
门类，有泉州南音传习所、泉
州佛像雕塑技艺传习所、泉州
拍胸舞及踢球舞传习所、泉州
少林罗汉拳传习所、泉州金苍
绣技艺传习所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传承项目的重要平
台和窗口，各传习所需加强规
范管理，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要求，传授项目操作程
序、技术规范、技艺要领等，培
养传承人。要悬挂牌匾标识，
积极参与文旅部门组织的展
览演示、研讨、交流、教学等活

动，并尽可能向社会公众免费
开放。建立系统完整的档案，
包括传习所的管理制度、人员
名单等，以及在传承活动中的
相关文字、图片、音像资料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全市已
培育了171家市级传习所。”泉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
成部分，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习所由各地文化主管部门
组织申报、市文旅局批准设
立。2011年公布泉州首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70个，
2013年公布第二批共有 30家
入选，开展此项评选工作，进一
步拓展社会各界参与非遗工作
的渠道，激发社会力量参与非
遗保护工作的热情。

非遗传习所 点亮非遗传承
泉州公布第三批市级非遗传习所，71家单位入选；全市已培育171家

市级传习所，助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田米 文/图

为进一步建设规范化、专
业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机
构，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近日，泉州市文旅局公布泉
州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习所名单，全市共有 71 家单
位榜上有名。泉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泉州已培育了171家市
级传习所，进一步拓展社会各界
参与非遗工作的渠道，激发社
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热
情。下一步，泉州市将积极探
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和创新转化的有效途径，助推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为加快实
现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早在唐代，泉州就是
我国重要的对外商贸港口
城市，宋、元时期是古泉州
的鼎盛时期，当时泉州刺
桐港已是东方第一大港，
出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
繁荣景象。泉州佛像雕塑
继承了盛唐艺术技法与特
点，神情体态刻画生动，妆
銮彩绘精美，作品遍布泉
州、上海、安徽、江苏及海
内外等地寺庙。

位于中山南路 467号
的西藏阁工艺铺，此次入
选为市级佛像雕塑技艺传
习所。这是家百年老店，
沿街店铺共 3 层，面积有
120 平方米，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詹
宁宁自筹资金在这里开展
佛像雕塑、技艺传播、传徒
授艺等工作，目前已有第
三、四代传人十多人在全
国各地从事佛像雕塑与技
艺传授。此外，他们积极
参与作品展出，与泉州非
遗馆开展周末非遗培训活
动，让更多人了解学习泉

州佛像雕塑。
而金鱼巷 11 号店铺

“古城南音阁”，在此次评
选中入选市级南音传习
所。这是一支 2018 年由
一群南音爱好者组建而
成的南音团队，长期在这
里开展常态化公益演出，
这里已成为本地居民茶
余饭后享受“慢生活”的
好去处，来泉游客观赏千
年南音古乐的好地方。
不仅如此，南音阁还经常
接待全国各地考察团来
泉考察并观赏南音，参加
文艺活动公益演出，周边
县市的各界南音爱好者纷
纷前来交流。此外，南音
阁着重培养了数批幼儿园
到小学的南音爱好者，每
周末白天都会作为非遗南
音的传习教室，用于学生
表演学习南音。接下来，
南音团队将继续做好金鱼
巷古城南音阁常态化公益
演出任务和传承教学任
务，以弘扬和传承泉州南
音为己任。

171家传习所 在泉州遍地开花

常态化培训演出 弘扬非遗技艺

台商区高配公交车上线

坐公交也能手机充电

困难家庭大病患儿 可申请补助
省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落地泉州，首批签约医院为泉州儿童医院和泉州市第一

医院，救助范围涵盖50种大病 A04

A03

疑难杂症地面解决不了？

人类将建太空医院 A07 A03

无人机“隔空喊话”喊您守交规

泉州交警“花样”普法

佛像雕塑技艺传习所内，詹宁宁在教学生们制作

詹宁宁（右）在塑造文昌神像

南音阁中的南音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