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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之美！
看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 年

非遗 ， 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 是中
华文化的根脉 。 非遗传承人 ， 是这根
脉上最活跃的细胞。

23 日， 文化和旅游部召开 2024 年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 。
会上为全国非遗保护工作先进集体代
表授牌 ， 为全国非遗保护工作先进个
人代表颁发奖章、 证书。

满怀对非遗事业的赤诚之心 ， 他
们矢志护文明之火种、 传永续之文脉。

今年是我国加入 《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 20 周年。 20 年来， 特别
是新时代以来 ， 非遗从一个陌生的外
来概念变为社交媒体上的热词 ， 推动
非遗创造性转化 、 创新性发展的实践
在全国深入开展 ， 非遗保护交出一份
亮眼成绩单。

立足中国国情 、 扎根中华文化 ，
我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
制度体系。

2011 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
实施， 以法律形式确定了非遗保护传

承的重要价值 、 基本内容 ， 非遗工作
进入依法保护新阶段 。 全国 31 个省
（区 、 市 ） 出台非遗保护条例 ， 一些
市、 县出台地方性法规 ， 非遗保护有
法可依、 有章可循、 规范开展。

保护名录体系不断完备 。 目前 ，
国务院公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 文化和旅游部认定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3056 名 ， 列入国家 、
省、 市、 县四级非遗名录项目 10 万余
项。 创新设立 23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 （实验 ） 区 ， 在整体性保护上迈出
重要一步。

薪火相传 ， 生生不息 ， 保护传承
队伍愈加壮大。

杨永良用一双手编织加牙藏毯新
传奇 ， 马赵凌云以一身功夫 “代言 ”
峨眉武术全世界 “圈粉”， 江西省婺源
县非遗保护中心着力保护文化生态空
间留住当地古韵乡愁……

这些是来自受表彰先进集体 、 先
进个人的事迹。 如今， 9 万多名国家、

省 、 市 、 县四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
一起书写着新时代非遗故事。

提升传承人技能艺能 ， 文化和旅
游部、 教育部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共同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
划 。 2015 年以来 ， 培训非遗传承人 4
万多人次 ， 加上各地延伸培训 ， 惠益
非遗传承人超 10 万人次。

下一步，“非遗进校园 ”将向 “非遗
在校园”转变，培养一批“小小非遗传承
人”，夯实非遗代代传承的根基。

找到非遗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
古老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

河南等地举办非遗传承人 “黄河
岸边话非遗 ” 系列活动 ， 网络播放量
700 万次 ， 奏响沿黄九省区非遗保护
“大合唱”； 浙江推进 “传统工艺高质
量传承发展 ” “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
全国试点 ， 促进传统工艺振兴和群众
就业增收 ； 陕西榆林依托榆林古城 、
陕北民歌博物馆等热点景区 ， 探索打
造 “非遗+节庆” “非遗+演艺” “非

遗+研学” 等文旅创新项目……
各地依托非遗资源建设 9100 余家

非遗工坊 ， 助力乡村振兴 ； 非遗进景
区、 跟着非遗去旅游逐渐成为新风尚；
“非遗在社区” 等活动深入开展， 《非
遗里的中国 》 《非遗公开课 》 等节目
深受群众喜爱。

众多非遗 ， 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增
添中国色彩。

不久前 ， “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 成功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至此， 我国有 44 个项目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名册， 总数居世界第一。

目前， 世界上有近 20 个国家将农
历新年定为法定节假日 ， 全球约五分
之一的人口庆祝农历新年。

非遗 ， 这张中华文明 “金名片 ”，
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记者 周 玮）

第 37 届 太 阳 岛 国 际
雪雕艺术博览会试开园

12 月 23 日， 人们在第 37
届太阳岛国际雪雕艺术博览会
上游览。

当日， 第 37 届太阳岛国际
雪雕艺术博览会试开园。 本届
雪博会以“同梦同心·冰雪传
奇” 为主题， 规划面积 150 万
平方米， 计划建设赛事及艺术
雪雕 260 余处， 总用雪量 15 万
立方米。 园区深度融合国风元
素， 重点打造 6 个主题景观区
和雪人 IP 秀、 雪趣研学营 2 个
拓展区。

新华社记者 王 松 摄

年终观察

渐被“遗忘”的时空 最大的悲哀是盼不到冲突结束

2024 年， 全球多地爆发激烈冲突，
人员伤亡惨重 ， 牵动世人神经 。 与之
相比， 延宕近三年的俄乌冲突 “热度”
有所减弱， 甚至有被 “边缘化 ” 乃至
被 “遗忘” 的趋势。 11 月底， 乌克兰
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称， 在乌控
区领土被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护
前提下， 他愿停止热战。

立场看似松动 ， 实与战事进展 、
民意变化、 美国政权过渡等多重因素
有关。 其中， 乌克兰民意出现重大转
变值得关注。 然而 ， 俄罗斯对泽连斯
基提出的停战条件反应冷淡 ， 认为乌
方在打舆论战和心理战 。 双方能否停
止冲突尚难判断， 但对普通民众而言，
近三年之久仍难见和平踪迹 ， 才是最
大的悲哀。

【耗不起的战争】
美国战争研究所数据显示 ， 俄军

今年推进速度正在加快 。 近三年来 ，
虽然西方对乌克兰军援不断增加 ， 但
乌方战争压力越来越大 。 乌克兰分析
人士认为， 会有越来越多乌克兰民众
因厌倦战争而支持停火。

盖洛普 11 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
示， 52%的乌克兰受访者支持通过谈判
尽快结束战争， 这一比例较一年前的
27%大幅上升； 而决心战斗到底的受访
者则从 63%跌至 38%。 另据乌克兰基辅
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民调结果 ， 愿意
忍受战争长期化的乌克兰民众比例首
次出现下滑， 从 2 月的 73%下降到 10
月的 63%。

12 月 6 日是圣尼古拉斯节， 新华
社记者当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圣索菲
亚教堂广场发现 ， 人流相比往年明显

减少。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 ， 这两年圣
诞树越来越不好看 ， 可能是为了节省
支出， 大家也没有太多期待 。 不仅如
此， 不少人不愿出门 ， 因为有人群聚
集的地方往往就有很多征兵人员和警
察。

10 月 29 日 ， 乌克兰政府宣布 12
月 1 日启动新一轮大规模征兵 ， 将在
三个月内征召 16 万人入伍 。 11 月 25
日 ， 记者也收到了短信征兵通知 ， 要
求 18 岁至 59 岁适龄人员进行征兵登
记。 这是 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全面
升级以来， 记者首次收到乌克兰政府
面向全国手机用户发送的短信征兵通
知。

由于征兵导致男性劳动力短缺 ，
不少企业已开始加大力度招聘女性 。
乌克兰大型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钢
铁厂近期发布招工海报 ， 海报人物就
是两名分别戴着白色和橙色安全帽 、
身穿橙色工作服的女子。

乌克兰企业信息登记公司 Open鄄
databot 日 前 发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2024 年前 10 个月， 乌克兰男性注册独
资企业不足 10 万家， 乌克兰女性则注
册了 15.5 万家独资企业， 刷新该国女
性注册独资企业数量和比例纪录。

【看不清的前路】
历史上看 ，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

“爱恨情仇” 跨越千年， 乌克兰对待俄
罗斯的态度始终摇摆 。 就本次冲突而
言， 乌克兰背后再现西方势力 “拱火浇
油”， 源源不断提供武器装备， 乌克兰
也一轮轮征兵和练兵， 显现出乌军依然
打算在西方大量武器和援助金 “加持”
下持续反击并夺回战场主动权。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
沙利文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采访时说， 约瑟夫·拜登政府 “今年的
主要任务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尽可能多

的工具， 使其能以强势地位参加谈判
并取得预期结果”。

俄罗斯方面对泽连斯基所谓 “愿
意停止热战” 的说法反应冷淡 。 俄总
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12 月 19 日 “年
度盘点” 大型记者见面会上强调 ， 相
关谈判必须基于 “现实情况 ” 以及先
前谈判的协议。 媒体分析 ， “现实情
况” 指乌克兰需放弃加入北约并承认
俄方在此次冲突中所取得的军事成果。

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 ） 国
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卢茨基
认为，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表明泽
连斯基政府想要继续而非结束冲突 ，
俄罗斯不会再允许西方国家 “在协议
掩护下” 武装基辅。

有分析把俄乌冲突有望何时结束
同泽连斯基政治生涯相关联 ， 指出乌
克兰宪法不允许在战时举行总统选举
和议会选举， 而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
本应在 2024 年 5 月结束。 随着冲突久
拖不决， 泽连斯基的履职在乌克兰国
内遭到越来越多质疑。

德国 《焦点 》 周刊日前援引乌克
兰民调机构 “评级组织 ” 调查结果报
道， 原本反对战时举行总统和议会选
举的乌克兰人比例分别为 60%和 52%，
但上述比例近几个月来持续下降———
“2023 年， 社会上洋溢着乐观情绪， 人
人都在期待政府承诺的速胜。” “而现
在， 不满情绪在加剧 ， 反对战时选举
的人在减少。”

【最寒冷的冬天】
目前 ， 俄军正在顿涅茨克州等地

不断推进， 并加大对乌克兰目标的空
袭力度 ， 动用包括 “锆石 ” “匕首 ”
在内的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重点打击
乌克兰前线城市的能源设施 。 乌克兰
多地电力短缺， 状况远比 2022 年更为
严峻。

11 月中旬以来， 乌克兰全国开始
轮流停电。 记者所在的基辅市左岸社
区每天平均停电大约 6 小时 。 通过采
访基辅、 第聂伯 、 哈尔科夫 、 敖德萨
等地民众， 记者得知 ， 上述地区日均
停电两至三次 ， 每次 3 至 4 小时 ， 敖
德萨电力供应尤其艰难 ， 长期处于停
电状态。

过去两年 ， 乌克兰境内商业和工
业机构基本购置了发电机 ， 但居民用
电至今无法保障 。 同时 ， 商业和工业
自主发电等因素正在导致更严重的通
货膨胀。 一个鸡蛋的价格已经从三个
月前约 6 角人民币涨到约 1.2 元 ， 较
2021 年同期增长 2.5 倍 。 2023 年 ， 乌
克兰通胀率为 5.1%。 按照乌克兰国家
银行预计， 2024 年通胀率将涨至 9.7%。

55 岁的基辅市成衣零售商奥莉加
每天都要在社交媒体平台 “电报 ” 查
看停电安排， 以免因错过电梯而爬楼。
“对我这个年纪的人， 爬八层楼真的很
困难。” 像许多乌克兰人一样， 她也在
精打细算过日子 。 “为了节省开支 ，
我们只买最基本的食物。”

住在冲突前线城市第聂伯的叶连
娜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 每到停电 ， 房
内就极其寒冷 ，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
三个冬季， 人们早已被冲突折磨得疲
惫不堪， 任何巨大的声响都会让大家
神经紧绷。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战争尽
快结束， 冬去春来， 一切回到从前。

只是 ， 在西方持续 “拱火 ” 的情
况下， 这场冲突何时能结束以及以怎
样的方式结束 ， 各方又会为此付出多
大的代价， 仍然无从得知 。 对广大乌
克兰民众而言 ， 这又是一个 “最寒冷
的冬天”， 而盼不到冲突的结束， 才是
最大的悲哀。

（新华社专特稿 李东旭 刘 恺）
注： 本文作者系新华社驻基辅、

莫斯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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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元首利
马会晤中， 习近平
主席强调中方对美
立场的“四个没有
变”， 即中方致力

于中美关系稳定、 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 按照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
变，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
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 “四个没有变” 的
宣示， 体现了中方对美一以贯之的政策立场， 展现了中方
愿继续同美方保持对话、 拓展合作、 管控分歧， 努力实现
中美关系平稳过渡， 造福两国人民的良好意愿， 为延续中
美关系来之不易的企稳势头注入更多稳定性、 确定性。

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 健康、 可持续发展， 不是
所谓大国博弈的权宜之计， 而是基于人类整体福祉的长远
之策。 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 更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
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中国始终站在全世界和全人类高
度， 以历史眼光、 全球视野把握和维护中美关系， 目的就
是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贡
献中国力量。 在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下，
各国对中美关系稳定抱有强烈期望。 中美应超越分歧， 推
进对话合作， 这不仅符合两国利益， 更能够为全球和平、
稳定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中美两国犹如两艘巨轮航行海上。 习近平主席强调，
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共同确保
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行， 不偏航、 不失速， 更不能相
撞。 相互尊重是前提， 和平共处是底线， 合作共赢是目
标。 这既是对中美关系一路走来的深刻经验总结， 也是两
国新时期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
持国际关系民主化，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坚持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不会接受在不平等前提下
同美国打交道， 更不会接受从所谓“实力地位” 出发以势
压人。

中方有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意愿， 但绝不会以放弃自
身核心利益为代价， 美方必须明白中方的决心。 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必须恪
守。 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不可剥夺、 不容无视。 各国都有
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面对挑战， “脱钩断链” 不是解决
之道， “小院高墙” 不是大国作为。 美方若泛化国家安全
概念， 以此为借口对中国恶意设限打压， 只会适得其反。
中国人不怕压、 不信邪， 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不会退让， 这
种立场不仅基于国家利益， 更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
坚韧意志。 中方坚定维护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 也不会
变。

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可靠保障， 是推动两国合作的
持久动力。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 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 历史表明， 民间
交往和人文交流始终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
源头活水。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越是困难的时候， 越需要拉紧民间友好这个
纽带， 越需要促进民心相通。 两国民间交往越频繁、 地方合作越密切， 中美
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就越坚实、 空间就越广阔。 美方应该认识到， 两国民间
正常交往不应受到政治因素干扰， 中美关系走向光明的未来必然依靠人民。

世界在变， 中美两国也在变， 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没有变， 中
美相互依存的现实没有变， 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热情没有变， 国际社会对中
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也没有变。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国始终本着对
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发展中美关系， 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 希望美方展现理性和远见， 同中方共同努力， 推动中美关系
稳定、 健康、 可持续发展， 造福两国、 惠及世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记者 许苏培）

特朗普：
美国拥有格陵兰岛“绝对必要”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22 日电 美

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22 日表示 ， 美国
拥有格陵兰岛 “绝对必要”。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
宣布提名肯·豪里为美国 驻 丹 麦 大
使。 他同时写道： “出于国家安全和
全球自由的目的 ， 美国认为 ， （美
国 ） 拥有和控制格陵兰岛是绝对必要
的。”

在特朗普上一个总统任期内， 美
国媒体曾披露他多次向顾问咨询美国

能否购买格陵兰岛 。 2019 年 8 月 ，
特朗普本人向媒体证实有购岛意向 ，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随即表示美国
的想法是 “荒谬的 ”。 格陵兰岛自治
政府外交部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明
确表示格陵兰岛 “不对外出售”。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 是
世界第一大岛。 格陵兰岛是丹麦的自
治领地， 有高度自治权， 国防和外交
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 岛上稀土等资
源丰富。

斯洛伐克总理突访俄罗斯为“续气”
斯洛伐克总理罗贝尔特·菲佐 22

日突访俄罗斯并与俄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会晤。 菲佐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
级以来罕见访问俄罗斯的欧洲国家领
导人之一。

此访的背景是， 俄罗斯过境乌克
兰向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输送天然气
的一项合同年底到期， 乌克兰不同意
继续过境其领土输气。 菲佐说， 访问
俄罗斯是对乌方拒绝续约的回应。

【“一对一” 会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 22 日确认， 菲佐当天对俄罗斯
展开工作访问， 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一对一” 会晤， 但两国领导人不会发
表联合声明。 俄罗斯媒体发布的图片
显示， 普京和菲佐微笑着握手。

多家西方媒体以 “罕见” “突然”
等词汇描述菲佐这次俄罗斯之行。 乌
克兰危机 2022 年 2 月全面升级以来，
菲佐成为继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默、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之后第三名
到访俄罗斯的欧洲国家领导人。

斯洛伐克是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成员。 菲佐 2023 年上任后调
整对外政策， 谴责欧盟对俄罗斯的制
裁， 反对军事援助乌克兰， 反对乌克
兰加入北约。 在他看来， 俄乌冲突没
有军事解决方案。

【事先知会盟友】
22 日结束与普京的会晤后， 菲佐

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他 20 日通知了欧
盟领导人他的访俄计划。

菲佐这次访问关联斯洛伐克与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输气管
道过境乌克兰的合同。 在 19 日于欧盟
总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场会议上， 菲
佐提到了这份在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之
前签署、 为期 5 年的合同。 合同将于
今年 12 月 31 日到期， 而乌克兰方面
拒绝续约。 菲佐坚称， 这将损害斯洛
伐克的国家利益。 如果斯洛伐克从俄
罗斯以外的地方购气， 将多花超过 2.2
亿欧元过境费。

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后， 欧洲国
家追随美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和天然
气实施禁运或限价措施， 试图摆脱对
俄能源依赖。 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
俄罗斯仍继续利用穿越乌克兰和土耳
其的管道向斯洛伐克、 匈牙利、 摩尔
多瓦等欧洲国家供应天然气。

【回应乌方拒绝】
菲佐说， 他这次访俄意在回应乌

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拒绝续
签过境合约 ， 而普京在会晤中确认 ，
俄方 “愿意继续向西方和斯洛伐克供
气”。

不过， 菲佐没有解释俄罗斯将通
过何种途径继续向斯洛伐克供气。

为防止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断供，
斯洛伐克上月与阿塞拜疆签署了短期
试供应天然气的协议。 今年早些时候，
斯洛伐克还签署了经波兰管道获得美
国液化天然气的协议。 此外， 斯洛伐
克还可以通过奥地利、 匈牙利和捷克
的管道网络从德国等国家获得天然气。

（新华社专特稿 包雪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