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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常态化“三服务”（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工作开展以来，重庆

高新区将解决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的重

要着力点，积极探索政务改革创新措施，不断为企业谋发展、为群众增福祉，

提高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

省时：“虚拟综窗”服务  实现就地快办

走进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跨域通办“虚拟综窗”服

务，向成都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发起远程服务呼叫请求，“面对面”协助川渝

合作示范区内的亚凡（重庆）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企业异地开办相关信息填报、

材料核验等工作。仅用 1 个小时，便帮助企业完成异地营业执照申请，次日

上午，亚凡科技就领取到了注册区域为“川渝合作示范区”的营业执照。

当前，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跨区域、跨层级办事互联互通、好办易

办，重庆高新区、成都高新区联合印发了《成渝高新区开展政务服务“跨域通

办”“虚拟综窗”服务工作方案》，运用远程身份核验、音视频交互等技术与异

地窗口“面对面”沟通，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核验、帮办代办等工作，有效解决

两地企业和群众“多跑路”“往返跑”等难题，实现“一个窗口、一致体验、一次

办成”。

省力：“一窗综办”改革  重塑办事流程

为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重庆高新区系统性重构“一站式”服务体系，将

各部门的窗口业务进行整合精简、重塑办事流程，推进政务服务由“单一窗

口”向“全科窗口”转变，实现跨部门业务“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最多跑一次”。

目前，重庆高新区已推动“一窗综办”改革经验向各镇街、园区延伸，实现

300 余项业务“办事不出园、服务不出村”，有效打通政务服务便民惠企“最后

一公里”。此外，积极推动“行政办事员（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事员）”职业化

发展，全面促进“一窗综办”业务水平提升，目前，已有 30 名工作人员获“行政

办事员（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事员）”职业技能等级认证证书（高级），更好地

满足企业和群众的办事需求。

省心：精准推送政策  推行帮办代办

为更好地宣传和推广企业开办、社保、医保、就业创业等普惠性政策，重

庆高新区采用《科学城帮帮帮》线上直播、“高新政策帮”政策推送、“政务服务

体验员”等形式，多方位、多层次向企业和群众公开宣讲惠企政策、帮办代办

服务。

如今，重庆高新区已收录辖区 340 余家企业画像信息，精准推送政策 1.2
万余次；接受各类企业、市民帮办 7251 件，为重点企业代办 52 次；提供帮办代

办服务 196 项，提供“一站式”增值化咨询服务 21 项，开展政策宣讲直播 14 场，

累计观看 20 万人次。

数据来源：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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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九届常会通过

评审，决定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从急

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听到这一消息，家住海南省五指山市的

90 后姑娘谭朝艳很激动。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海南省黎族妇

女利用棉、麻等天然纤维制作衣物等生活用

品的传统手工艺，以此制成的纺织品统称为

“黎锦”。在外婆、母亲的影响下，谭朝艳从小

学习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有时，她会听

到母亲和外婆的叹息：“现在织锦的年轻人越

来越少了。”大学毕业后，打心底喜欢黎锦的

谭朝艳一度陷入纠结。2015 年，谭朝艳打定

主意，返回家乡成立工作室，一门心思传承

黎锦。

名为工作室，不过是一间不到 10平方米的

小屋，一架织机、一台缝纫机，谭朝艳和母亲两

人。起步虽然艰难，但令谭朝艳没想到的是，

变化很快就来了。随着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

开展，黎锦技艺传习馆、培训基地等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织锦、找销路、谈合作，“忙着忙着，

发现喜爱织锦的人变多了，还有村民想要加入

我们。”2019年，谭朝艳成立了一家黎锦文化公

司，去年公司销售额超过 70万元。

“业绩亮眼，除了黎锦保护成效显著，还

有另一个原因。”谭朝艳卖了个关子。谭朝艳

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视频：在今年巴

黎时装周系列活动中，模特们身着黎锦元素

服饰上 T 台走秀。

为推动黎锦时尚化、国际化，去年 8 月，

五指山市与意大利马兰戈尼学院合作开办了

黎锦国际化人才培养班，在海南省选拔 30 名

黎锦技艺人才，免费培训两年 4 个学期。谭

朝艳就是其中之一。

“皮革与黎锦，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图案大小不一，也有别样美感”……课堂上，

国外知名设计师带来新理念，给了谭朝艳启

发，身边的一草一木都成了她的灵感来源。

“一次课后作业，我用草珠做成配饰，织成了

一条腰封，放在店里没多久，就被游客挑中

了。”谭朝艳说。

今年 9 月初，得知有机会参与巴黎时装

周活动的服饰设计，谭朝艳既紧张又兴奋。

“设计师给出了设计图后，我们要在意匠纸上

进行填格、核对，之后再将意匠纸分发给当地

织娘。”谭朝艳介绍，短短半个月，学员们提供

了 10 种图案、近 30 份面料。最终，她们参与

设计的黎锦元素服饰在巴黎秀场大放异彩。

“参加国际交流活动，不仅能让更多人认

识黎锦、了解黎族文化，同时也会让非遗传承

人吸收借鉴新的设计理念，在作品中加入时

尚元素，让黎锦技艺与时俱进。”五指山市文

化馆副馆长王宇钊介绍。去年起，五指山市

先后派出 4 批 69 人次非遗人才，赴意大利米

兰时装周进行非遗服饰及技艺展示，参加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旅游文化宣传推广等活动。

登 上 国 际 舞 台 ，给 黎 锦 带 来 了 市 场 效

益。巴黎时装周活动结束后，谭朝艳很快收

到了省外公司的合作邀请，计划生产 1500 片

黎锦。“最近一直在赶订单，希望黎锦被更多

人看见、喜爱。”谭朝艳说。

“黎锦被誉为中国纺织业‘活化石’。”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6个市县建成 5个 300平方米的黎锦技艺传

习馆、16 个传承村，传承人发展至 2 万多人，全

省 100 多所中小学开展黎锦技艺实践课，同

时海南省正在制定《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保护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5—2029 年）》，

推动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保护传承水平全

面提升，产业化发展再上新台阶。

（毛亚晶参与采写）  

开办国际化人才培养班，参加巴黎时装周，提升产业化水平

海南黎锦：“活化石”的活化之旅
本报记者   曹文轩

■辽阔的大地  多彩的非遗R

12 月 5 日，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通过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

会评审，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

次转名录，意味着什么？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框架下

设立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急

需保护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代表作名录）、优秀保护实践名册等 3
个非遗名录、名册。

《公约》设立 3 个名录、名册的目的各

有侧重。急需保护名录，旨在鼓励采取适

合 的 保 护 措 施 提 升 急 需 保 护 非 遗 项 目 的

存 续 状 况 ；代 表 作 名 录 ，旨 在 提 升 非 遗 的

可 见 度 和 对 其 重 要 性 的 认 识 、鼓 励 对 话 、

体 现 文 化 多 样 性 ；优 秀 保 护 实 践 名 册 ，旨

在 推 广 体 现《公 约》原 则 和 目 标 的 保 护 计

划、项目和活动。“急需保护名录上的非遗

项 目 ，侧 重 在 缺 乏 保 护 资 源 的 情 况 下 ，面

临消亡危机，保护的迫切性更加突出。”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文 化 发 展 战 略 研 究 中 心 主

任罗微表示。

《公约》要求缔约国申报的非遗项目须

符合所申报名录的宗旨，缔约国可以申请将

非遗项目从一个名录转入另一个名录。自

2009 年列入急需保护名录以来，羌年、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

艺等 3 个非遗项目，保护成效显著，存续力

持续提升。转名录，意味着该非遗项目经过

保护、发展而壮大，存续力不断增强，不再濒

临灭绝。这既体现了我国开展非遗系统性

保护的优秀实践和成果，也为各国开展非遗

保护提供有益参考，更是国际上对我国开展

非遗保护工作方式的认可。

“我国通过实施立法保护、抢救性保护、

数字化保护等方式，将政府、专家和传承人

的作用凝聚成合力，改善了非遗项目的存续

状态，这充分体现了我国非遗传承保护工作

的特色与优势。”罗微说。

从“急需保护”转入“人类非遗代表作”—

转名录，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郑海鸥

■链接R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北京市义务

教育学校推动落实“课间一刻钟”，原

则上落实 15 分钟课间时长，提供更加

从容的课间时间，引导师生走出教室、

走向户外。课间虽小，却是学校、家

长、社会都关注的事。“课间一刻钟”，

对于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有重要

意义。

要 像 重 视 课 堂 一 样 重 视 课 间 。

教育，不仅应注重知识的传授，更应

重视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课间

一刻钟”提供了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的

机会，有助于培养团队合作和社会适

应能力，从而促进均衡发展。学校要

提供更好的软硬件条件，让学生在课

间能够获得充分休息、有益社交和适

量活动，提高学生后续课堂学习的专

注度和效率。这不仅是教育的创新

与 改 革 ，更 是 家 长 与 社 会 的 共 同

期望。

“课间一刻钟”不是简单的时间增

减，而是对原有教学理念、课程设计的

有机更新。我们不仅要科学处理好课

堂与课间、学习与休息、大课间与小课

间的关系，也要努力做好教育改革，让

学生切实感受到校园的活力、学习的

快乐、友情的珍贵，在潜移默化中实现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陈经纶中学教

育集团拥有 27 个校区、2.6 万余名学

生和 2000 余名教师，落实好“课间一

刻钟”并非易事。开学前，学校进行了动员、研讨，集思广益制

订实施方案，做了充分准备。比如，我们在图书角配备了丰富

图书，精心设计开放式钢琴区，配足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

球等体育器材。

“课间一刻钟”让教师从课间活动的管理者走向课间活动

的共同参与者，有助于师生增进了解、共同成长。充分的交流

沟通，可以使师生关系更加和谐。教师了解不同学生的性格

特点，便能在教学中给予更个性化的关注。教师也可以从学

生的反馈中更好了解学生兴趣点和思维方式，从而改进教学

方法，实现教学相长。

课间小变化，改革大文章。“课间一刻钟”承载着校园生活

的美好记忆。作为一所百年老校，陈经纶中学教育集团始终

秉承“为孩子们办学”的传统，通过“课间一刻钟”这一切口，不

断提高课间活动的丰富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作者为陈经纶中学教育集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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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R

本报宁波 12月 11日电   （记者窦皓）“以前上青少年宫，

要赶到城区去，现在家门口就能学。”家住浙江省宁波市北仑

区春晓街道的王子劲，从家步行 5 分钟，就可以到北仑区青少

年宫春晓分宫。“家门口青少年宫”建设，是浙江省现代社区建

设十大惠民实事之一、宁波市民生实事项目。针对培训资源

相对匮乏、往返城区不便等情况，共青团宁波市北仑区委联合

街道探索共建北仑区青少年宫春晓分宫：街道寻找合适的闲

置场所，做好物业保障，北仑区青少年宫在派遣资深教师的基

础上，统筹做好新老师的招聘考核。同时，春晓分宫还依托周

边教育资源，开展共享课堂以及研学活动。

据介绍，从去年起，北仑区的 8 个街道已经建成 10 个“家

门口青少年宫”，并面向周边青少年常态化开展思政教育、素

质拓展、公益活动等校外教育服务。

青少年宫建到家门口

吟诗舞剑，与友宴饮，唐朝诗人李白在

“春夜宴”上一抒胸臆，观众纷纷留言“看到了

潇洒的诗仙”……近日，由人民日报社《国家

人文历史》杂志社、河南卫视与抖音联合出品

的历史文化节目《中国家宴》第二季收官。

2023 年 9 月，《中国家宴》第一季播出，用

家宴主题串联起苏轼、李清照等文人的生活

场景。第二季节目共 6 集，每集 30 分钟左右，

将镜头对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历史人物，

展现唐朝人文历史风貌，传递古典文化之美。

历史文化节目在内容创作上要尊重历

史。河南卫视总监王春阳介绍，团队秉持“大

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在注重历史

真实的基础上，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

统一，“希望让更多人体悟家宴背后的文化之

美、历史之厚、情感之深。”

为此，团队邀请专家学者对内容进行把关。

以“春夜宴”这集为例，节目历史文化顾问李开

周说，“李白用绢付账。为什么用绢，多少绢合

适？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力求贴近历史。”

煎茶品茗，鱼鲙尝鲜，古人的饮食风俗跃

然眼前；展现唐朝女性审美意趣的上巳节“斗

花”，从出土文物转化而来的柘枝舞动作，生

动展现文化之美。节目监制周斌说，希望节

目能传递古人生活的精神气度，“成为观众了

解历史的一扇窗。”

精品化创作离不开细腻的情感表达。“人

生千百味，一宴知千年”，节目片头道出创作

主旨：以饮食为媒介，找到历史与现代的相通

点，引发观众情感共鸣。“内容创作的出发点，

就是当下观众的情感需求。”节目总导演施睿

介绍，希望以故事化手法、影视化表达，向观

众呈现古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意趣。

丰富的艺术元素、多彩的视听体验，让节

目表达兼具“色香味”。在杜甫与乡亲庆贺丰

收的“鸡黍宴”上，口技表演模拟了农家生活

的轻快节奏，动画制作增添生动趣味，《逢喜

雨》舞蹈表演引人入胜……王春阳说，与第一

季“访谈+文化演绎”的结构不同，第二季融

合了诗词、戏曲、舞蹈、口技、书法、音乐、功夫

等丰富的传统文化形式，与视听技术巧妙融

合，更好地打动 Z 世代年轻群体。

节目以创新探索实现“破圈”传播，播出

后收获好评。有网友说，“节目把古人的人生

百态铺展到我们面前。”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

视学院教授戴清说：“通过精品化创作，文化

节目提供了更具观赏性的表现方式，更有创

意地讲好中国故事。”

历史文化节目《中国家宴》第二季收官

在细节中品味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董映雪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图①：模特在法国巴黎时装周上展示黎

锦元素服装。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图②：融入黎锦元素的实景演出现场。

五指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织造精巧的黎锦。 李天平摄   

制图：汪哲平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南京 12月 11日电   （王伟健、冯春红）近日，一批新

书送上了江苏省连云港市开山岛书房，为驻守那里的人送去

精神食粮。海岛书房是连云港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实施的文化

惠民项目。连云港结合当地海域内五座基岩岛屿特色，打造

不同主题风格的海岛书房。其中，开山岛书房位于灌云县开

山岛上，以“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仕花的“开山岛夫妻哨”事迹

展馆为基础，建成红色阅读空间。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岛书房的建设，有效推动了全民阅读活

动深入乡村和海岛，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

新书送上开山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