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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

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

明资源。”去年，我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

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落户天津大学，由冯骥

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承担培养工作。近日，该学

科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发出，标志着非遗

人才培养有了新突破。

多年来，我国学界积极构建非遗学知识理

论体系，记录下非遗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进

入 21 世纪，“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全

面启动，对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普查和整

理。2004 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全社会的不懈努

力下，我国非遗家底基本摸清，进入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必须重点保护和传承的非

遗项目多达 1557 项，四级（国家、省、市、县）非

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合计逾 10 万项，我国还建

立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面对体量庞大、

种类繁多的历史文化瑰宝，如何将其传承好、

保护好、弘扬好？

非遗保护传承，需要专业人才实施科学保

护。当前，非遗保护传承仍面临缺乏专业力量

指导等问题，尤其缺少能扎根田野一线的实干

型专业人才。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各地都

在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在这个过程

中，如果缺乏专业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文化遗

产很有可能面临“得而复失”的风险。对此，高

校和学界需要共同努力，让非遗传承后继有

人。非遗学研究涉及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

文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领域，与多学科交叉。

此前，高校往往通过其他学科招生，培养非遗专

业的学生。非遗学交叉学科硕士点的设立，意

味着高等教育能更好承担起系统培养非遗人才

的任务，非遗保护将得到有力支撑。

非遗保护传承，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形成

合力。这些年来，我们依托地方特色非遗持续探索，与天津多项非

遗的传承人紧密联系，为他们建立口述史档案。作为曲艺之乡，天

津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为非遗学科的建设、非遗人才的培养提供了

深厚的土壤。未来，推动非遗进一步发展，建议加快建设非遗教学

案例库、非遗文化影像库、非遗保护实践基地；面向社会开展科普

教育，吸引更多力量加入非遗保护事业；办好通识课程，提升青年

学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感。

非遗保护传承是常做常新的课题。面对全国各地非遗人才的

巨大需求，仅靠高校培养专业人才还远远不够。为此，在持续完善

非遗学科建设的基础之上，还要开展多种非遗教育、对不同类型的

非遗进行个性化帮扶指导等，这也是我们未来做好非遗保护传承

的重要工作。

（作者为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本报记

者武少民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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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6 月 28 日下午，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北京航天城与记

者见面，这也是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返回

地球 74 天后首次公开亮相。

“置身浩瀚太空，宇宙
的美震撼了我”

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指令长翟志刚是

我国出舱次数最多的航天员，对于 3 次出舱

活动，他都“感觉良好”。他说：“每一次‘感

觉良好’，背后都饱含着亿万国人对我们航

天事业的支持；每一次‘感觉良好’，背后都

凝聚着工程全线辛勤的付出；每一次‘感觉

良好’，背后都是祖国和人民对我们的托举；

每一次‘感觉良好’，背后都是我们乘组之间

的密切配合和个人的努力。地上训练也好、

天上飞行也好，能够保持这种‘感觉良好’的

状态，是因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我

们的‘感觉良好’一定会继续下去。”

完成此次任务后，王亚平成为我国第一

位出舱的女航天员、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

女航天员。王亚平说：“出舱的那一刻，置身

浩瀚太空，宇宙的美震撼了我，宇宙的深邃

让人始料未及。”

叶光富期待着中国空间站迎来外国航

天员来访，他说：“探索太空是人类共同的事

业，我们希望将人类最美好的品质、最友好

的氛围带到太空，让人类未来空间充满信

任、美好和希望。”

“争取为下一组传递
好接力棒”

作为首位太空教师，王亚平这次又在空

间站进行太空授课。“第一次太空授课，我们

为孩子们成功搭建起了航天与课堂的桥梁，

孩子们的热情也给了我再次飞天的强大动

力。讲课时能实时看到地面课堂的画面，孩

子们眼中有光、心中有爱、头脑中有知识，对

世界充满了好奇。”王亚平说。

中国空间站即将建造完毕。叶光富表

示，中国空间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太空家

园，为了能够建成太空家园，一代代航天人

砥砺奋进，一步步实现这个梦想，点亮太空

中这颗闪耀的“星星”。中国空间站也将成

为造福全人类的太空实验平台，这是值得中

国人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叶光富说，未来，神舟十四号乘组和神舟

十五号乘组还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交接，“一

人行速，众人行远，我们每个乘组的飞行都不

是独立的，每一组都会竭尽全力完成好自己

的飞行任务，争取为下一组传递好接力棒。”

“珍惜在太空中的每
一分每一秒”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返回地球前

为神舟十四号乘组入驻空间站做了一些准

备。翟志刚说：“在返回之前，我们和‘神十

四’乘组进行了天地双向视频，仔细沟通和

交流了空间站上的工作生活，以及做各类科

学实验的设施设备的位置和使用技巧。落

地返回以后，又跟‘神十四’乘组面对面交流

了在天上 6 个月的生活和工作经验。”

“太空出差”期间是否会有心情低落的

时候？王亚平说：“太空飞行是每一名航天

员都翘首期盼的梦想，所以我们很珍惜在太

空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会尽力完成好每项任

务。航天员都比较‘乐天’，但难免也会有疲

惫和想家的时候，除了有专业的地面心理支

持手段外，航天员还可以和家人及战友通

话、视频连线，乘组之间也会互相鼓励，互相

支持。”

叶光富表示，为了确保在长达半年之久

的太空生活中能够持续保持良好的身心状

态，整个任务团队做足了工作。包括提供强

大的地面保障支持，制订科学合理的飞行任

务计划，完善在轨医学与健康保障措施，优

化失重防护和在轨锻炼方案等，还丰富了在

轨锻炼的设备设施，如太空跑台、太空自行

车、拉力器、呼吸肌锻炼器等。此外，保障团

队还为航天员量身打造了多套太空保健操，

通过一系列方案与措施，进一步促进航天员

在轨保持良好身心状态。

上图从左至右依次为神舟十三号航天

员叶光富、翟志刚、王亚平。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制图：张丹峰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谈飞天感受

点亮太空中闪耀的星
余建斌 占 康

本报北京 6 月 28 日电 （记者闫伊乔）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

部署各地做好暑期校外培训治理有关工作，

要求各地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就暑期校

外培训治理作出系统部署，制定工作方案，

明确任务措施，精心组织实施。

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强检查巡查，在暑

期采取“日查+夜查”“联检+抽检”等方式，

严防学科类培训机构隐形变异违规开班、面

向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的培训机构违规开展

学科类培训、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超范围开展

学科类培训等问题发生。对线上学科类培

训机构要持续扩大监管覆盖面。要严防安

全风险隐患及学生伤害案件，要求培训机构

在暑期前至少开展 1 次安全自查。

此外，教育部还印发《关于做好 2022 年

中小学暑期有关工作的通知》，严禁利用暑

期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或提前开学。

教育部部署暑期校外培训治理
本报北京 6月 28日电 （记者张枨）28

日，影动五角枫 大美内蒙古——“兴安

盟·五角枫”杯世界疏林草原摄影大展在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展览在中宣部

支持下，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外文局文

化传播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共兴安盟委员会宣传部联合主办。

此次展览历时半年筹备，共收到投稿

作品 7000 余幅，精选出 100 幅以生态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民俗活动等为拍摄主题

的作品参展，生动展现了内蒙古兴安盟独

特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呈现出兴安盟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展览侧

重于征集展现中国与世界在疏林草原这一

植被类型上的生态保护成果作品。

此次展览将持续 1 个月，还将在天津

等地进行巡展。

世界疏林草原摄影大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