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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傍晚，穿过定鼎门沿天街
漫步，耳边吹来徐徐微风，拂过千年
前的丝路驼影，登上庄严宏伟的应
天门，一览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美景，
曾经的盛唐岁月融入景观之中。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
主题是“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从
昔日深埋地下“缺乏存在感”的遗
址，变成如今的“文化新地标”“网红
打卡地”，在洛阳，隋唐洛阳城遗址
等文化遗产借助一系列保护展示工
程“活”在当下，成为人们美好生活
的组成部分。

近年，我市立足丰厚的历史文
化资源，坚持保护第一、守正创新，
围绕“颠覆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
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理念，推进
城市有机更新、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让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反哺城市、惠
及大众。按照“一址一策”的原则，
在保证遗址本体绝对安全的前提和
基础上，我市结合每处遗址不同特
点、环境，建设各具特色的考古遗址
公园，一处处沉睡的大遗址被陆续

“唤醒”。
文化遗产不仅要“保起来”，还要

“活起来”。随着文物活化利用的新
路径被不断发掘，如今，在洛阳的各
大博物馆里，除了观赏文物，解谜、看
戏剧、玩游戏等“新玩法”层出不穷。

“烧脑，刺激！下次我要和同学
体验另一条故事线。”近日，在洛阳
古墓博物馆体验了“博物馆奇妙游
——北邙千秋系列”互动解谜游戏
后，“00后”大学生刘鑫着了迷。洛
阳古墓博物馆研学教育部主任段跃
辉介绍，这是该博物馆依托古墓文

化元素和相关历史背景推出的一款
沉浸式实景游戏，玩家代入角色，在
与“墓主人”的对话中一步步解开谜
题、走近历史。比起传统的游览方
式，这一方式趣味性更强，备受年轻
人青睐。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
两面“数字魔墙”充满文化魔力。其
中一面，用动画“青铜爵诞生记”讲
述青铜爵准备泥坯、制模等过程，把
夏代先进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说”得
明明白白；另一面则集中展示了
600 件文物，伸手拖动“文物”趣味
横生，“国宝”在指端被“轻松拿捏”。

别具匠心的考古盲盒，让人舍
不得品尝的文创蛋糕，长达十几米
的盖章打卡通关文牒……“文博热”
火爆、“文创风”劲吹，随着“文博思
维”向“文旅思维”转变，博物馆、文
创机构等正逐步破解“引流密码”，
助力洛阳拉动文旅消费。

当前，我市正着力打造以隋唐洛
阳城遗址宫城区、洛南里坊区和老城
古城片区为核心，以龙门石窟、白马
寺、关林片区为重要支撑的“1+3”高
品质古都文化体验区。在这里，历史
文化遗产将彰显出更加旺盛而强大
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影响力。

“让历史与当下相融共生，是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美好愿景。”洛阳
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晓军说，
文物保护部门将积极推动我市历史
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依托文
化遗产打造旅游新业态、新场景、新
产品，助力我市加快建设全国沉浸
式文旅目的地。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昨日，洛阳市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老城非
遗街区传承体验设施授牌仪式和主题公交上线活动在
洛邑古城举行。活动中，位于老城区的 35 个老城非遗
街区传承体验设施获授牌，其中包含洛阳宫灯传习所、
洛阳真不同饭店、唐宝斋等，助力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建设。

授牌仪式结束后，在洛邑古城南门广场，我市首条非
遗主题公交正式上线。（如图）据了解，此次主题公交选取
运行线路长、经过景点多的9路、57路、81路，以公交车
为载体，以河洛文化系统性建设成果为内容，打造专属于
河洛非遗的“流动展厅”。

在主题公交车身外观上，“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等标语十分醒目；公交车
内部的广告栏、椅背、拉环扶手等处，均有非遗知识介绍，
在拉环扶手一面展示姚黄、岛锦等10个牡丹品种，另一
面展示我市河洛非遗新青年的代表，扫描上面的二维码，
即可观看青年们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故事。

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
中心将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抓手，
建设非遗街区、非遗小镇、非遗村落等，并大力
实施保护区标识标牌体系建设，加快培
育非遗街区、非遗村镇、非遗景区、非遗
民宿群等生态群落，进一步提升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及整
体性保护水平。

洛报融媒记者洛报融媒记者 李晓楠李晓楠 张张
怡熙怡熙 通讯员通讯员 赵博赵博 文文//图图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记者昨日从市文物局
获悉，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河南省文物局、省委网
信办评选出河南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项目、优秀项目，我
市的《云上龙门牵手响堂山、邺城》等项目入选。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厚重的文
化记忆，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近年来，
我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积极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融入时代
文化，让非遗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新活力。

洛阳文脉源远流长，非遗项目很
多，诸多非遗项目成为传播河洛文化的
一张“金质名片”。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非遗是重要的旅游资源。近
年，我市积极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
展，在让古老非遗“活”起来的同时，也
为非遗传承增添了无限可能。

傍晚时分，漫步洛邑古城景区，青
砖黛瓦、小桥流水，不少游客来这里赴
一场“汉服之约”。

“如今，洛邑古城景区已进驻 200
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该景区相
关负责人说，游客在体验非遗的同时，
能更直观地感受河洛文化的魅力，进一
步提升景区的文化品位和旅游品质。

学习唐三彩制作工艺，体验唐三彩
制作过程……近日，在孟津区朝阳镇南
石山村，研学旅游团的学生们正在沉浸
式感受唐三彩文化的魅力。

南石山村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村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唐三彩烧制
技艺为核心，依托唐三彩非遗传习所、唐
三彩陶艺博物馆等打造三彩研学基地，
开发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仲夏时节，栾川县重渡沟景区游人
如织。竹编制作、槲包体验、剪纸……
景区内的不少民宿推出特色非遗体验
项目，吸引游客入住体验。

近年，栾川县通过“民宿+非遗”发
展路径，为重渡沟景区打造出以剪纸、
豆腐、槲包、竹编、中药、绳结等非遗项
目为主题的民宿，将传统的非遗资源与
民宿产业有效对接，丰富民宿文化内
涵，增强游客文化体验。

非遗项目不仅走进民宿，还走进了
校园。近年来，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文物修复与保护、戏曲表演等非遗相关
专业，在所有人文社科类专业开设剪
纸、书法、茶艺、洛绣等方向选修课程，
推动“非遗进校园”常态化、规范化。

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洛阳
市将进一步加大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力

度，积极推动非遗与旅游、文物保护、生
态保护等融合发展，推进非遗进景区、
进民宿、进校园、进社区等，丰富文化遗
产活化利用业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不断让非遗“活”起来、“火”
起来，让非遗之美融入百姓生活，让非
遗文化展现时代魅力。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文/图

河南文物新媒体传播
精品项目、优秀项目出炉

“云上龙门”
系列直播入选

河南省文物局、省委网信办在全省组织开展的2024
年度河南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活动，由各地积极申
报和推介，经专家评审，共选出精品项目10项、优秀项目
10项。

●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古墓探宝 妙游地宫”大
型沉浸式线下活动《“宋美人”邀您古墓探宝》主题
宣传片

●洛阳博物馆的《博物微观》系列短视频
●洛阳民俗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之家风我来

讲》系列短视频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小夏在线》系列

文物科普短视频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与最早的中国相

遇》宣传视频

▶ 入选的精品项目

●由龙门石窟研究院、响堂山石窟研究院、邺
城考古博物馆、洛阳日报社联合推出的《云上龙门
牵手响堂山、邺城》系列直播活动

●龙门石窟研究院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藻井
彩绘复原》双语动画影片

▶ 入选的优秀项目

我市首条
非遗主题公交上线

守护文化遗产守护文化遗产 赓续历史文脉赓续历史文脉

■编者按
6月8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大市，

近年来，我市立足国家战略、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遗产保护传
承、活化利用的洛阳模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呈现新气象，让
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近日，洛报融媒记者对我市
遗产保护传承等工作进行了采访，展现自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市在
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保护、活化等方面的新成效、新亮点。

璀璨非遗
活起来也火起来

少先队员到洛阳考古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少先队员到洛阳考古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河洛大鼓表演河洛大鼓表演

孟津区南石山村唐三彩制作孟津区南石山村唐三彩制作

人们到伏牛山深处避暑游玩人们到伏牛山深处避暑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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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伏牛山，滚滚黄河水。大自
然在河洛大地雕琢下数不尽的绮丽
瑰宝。

从老君山的十里画屏，到神灵寨
的天然石瀑；从白云山的森林氧吧，
到龙潭峡的密林幽谷；从黄河边的高
峡平湖，到陆浑湖的落日余晖……自
然之美，足以震撼心灵，也能瞬间让
人平静。

作为中原腹地的黄河明珠，洛阳
兼具南北气候之长、河山拱戴之势，

融合了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也孕育了蔚为大观的生

物物种。
近 年 ，
洛 阳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相继建立了
涵盖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地质公
园、风景名胜区等各种类型总面积达
14.12 万公顷的 42 处自然保护地，全
力守护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

不止于此。古往今来，自然与文
化始终缠绵交织在一起，名山大川从
不缺少文人墨客的盛赞。从某种程度
上说，就连伊洛河畔的五大都城遗址，
也都是自然与文化的共同选择。

自然生态犹如空气，“用之不觉、
失之难存”。正因如此，自然生态保护
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今，随着生态建设推向纵深，
“林长制”等制度性安排全面落地，洛
阳的每一片林区都有人守，每一段河
流都有人护。

一身迷彩服、一双老胶鞋、一辆
摩托车。在伏牛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栾川县潭头
镇护林员郭建新

早已数不清
在 他

管护的6984亩林区的山路上，走了多
少个来回。

冬春防火，夏秋护林。山里生、山
里长的老郭似乎认识林子里的每一种
植物，开什么花、结什么果、有什么药
用价值，都能脱口而出。

绿水青山之间，也蕴含着人们的
生存之道。

盛夏时节，清凉的嵩县迎来旅游
旺季。白云山上，白云悠悠地飘在天
上，也飘在旅居于此的游客的心里。
城里人在山间的民宿小住，也为乡亲
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

“从前开荒种地，穷得叮当响。现
在守好生态，就有‘真金白银’。”山里
的乡亲们实实在在尝到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甜头。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
成。保护自然生态的坚守，也让生物
多样性更加丰富。

前不久，熊耳山自然保护区生物
多样性调查工作取得初步成果。科研
人员在林区布设的红外摄像机，首次

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种群活动，并
发现了豹猫、狍、獐、勺鸡、红腹锦鸡
等多种保护动物。

来到黄河边，黄河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负责人
郭准每天都会端起“长枪短炮”，默默关
注着水中的精灵。黑鹳来了，鹈鹕来
了，彩鹮也来了……对他来说，鸟儿诗
意栖居，就是黄河生命力的最好体现。

“在我们生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上
的山山水水、一花一木、虫鱼鸟兽，构
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与我们每一
个人休戚与共。”洛阳市林业局负责
人坦言。只要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大自然就一定会给我们最慷慨
的馈赠。

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赵
东豪 文/图

洛阳加快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美丽的洛阳 共同的家园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9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40项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00余项

洛阳非遗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