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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水起》

内容概要

《风生水起: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动实践》为作者多年从事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探
索,记录了浙江多年来走在前列的非遗保护历程和实践,是读者了解浙江非遗工作的一个窗口，全书主
要分为四讲：第一讲为学法讲义,第二讲为论坛讲演,第三讲为会议讲话,第四讲为市县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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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水起》

作者简介

王淼，浙江临海市岭根村人，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出生。现为浙江省文化厅非遗处长，浙江省非遗保护
办公室主任；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浙江理工大学研究生中华文化研习中心顾问。二零零六年十月
，出版《把根留住——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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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水起》

书籍目录

序言 在工作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思考 前言 第一讲 学法讲义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行政依法保护 学习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几点体会 贯彻好法规精神履行好法定职责 学习贯彻《浙
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辅导报告 第二讲 论坛讲演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国力 在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余杭论坛的讲演 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促进和维护文化生态 在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在第五届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的讲话 用真
心保护用行动传承 在第三届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的讲话 推进非遗生产性保护促进经济
持续性发展 在浙江省文化产业论坛上的主旨报告 大力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在浙江省城市科学研
究会、省旅游发展研究会2011新年论坛上的讲演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浙江在线》“在线访
谈” 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 《今日浙江》访谈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纵深推进 原载《浙江蓝
皮书2008浙江发展报告（文化卷）》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浙江行动 原载于2011年12月8日《中国文
化报》 第三讲 会议讲话 推广科学普查模式探索科学保护方法 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宁波试点
模式推广会上的讲话 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破解难题务求实效 在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试点工作经验
交流会上的讲话 狠抓“四基”求实创新 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深化非遗保
护工作需处理好十个关系 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 推动二次创业推进转型
发展 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 明确定位整合资源立足基点强化支撑 在浙江
省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 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把艺术精品奉献给人民 
在浙江省传统表演艺术精品培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借鉴安吉模式加快乡村非遗馆建设 在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建设现场会上的讲话 新时期民俗文化的复兴与繁荣 在浙江省民俗文化保护传承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规划指引未来规划指导行动 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工作推进会上的讲
话 构建非遗数字化平台引领非遗跨越式发展 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推进会上的讲话 智
慧创新破解难题增强实效服务人民 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平台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鼓足
干劲求突破激情干事争上游 在2011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分管局长、非遗处长会议上的讲话 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在2012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非遗处长会议上的讲话 第四讲 市县讲评 凝心聚
力求发展争先创优谱新篇 在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 奋斗的历程令人难忘前
进的道路风光无限 在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在嘉兴市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自觉奋发有为砥砺奋进发展 在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 “大桥时代”舟山城市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 在2010舟山论坛上的讲演 争当排头兵敢做弄
潮儿 在第二届杭州市萧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上的讲话 争取领跑地位实现领先崛起 在宁波市鄞
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再接再厉创佳绩进取进位促发展 在海宁市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多措联动多极并举整合资源整体凸显 在桐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把握方向突出重点发挥优势争先创优 在台州市路桥区文化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 在奋进中突破
在赶超中跨越 在浙江省县级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 附编 歌唱那份担当 守望者
的荣光 后记 潮起正是扬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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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水起》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规划为先 非遗保护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一个地方的非遗保护工作要有长远的眼光，要
有一个系统的思想，要有个总体规划。规划是区域发展的龙头，也是非遗事业发展的龙头，也是项目
保护工作的龙头。各地既要制订好当地非遗保护“十一五”规划，也要制订好年度工作计划，同时还
要认真编制好列入各级名录的非遗项目的保护计划。所谓思路决定出路，眼光决定未来。所谓谋定而
后动，则无往而不胜。 规划的编制，一种是自己来编，一种是聘请专家来编。我的意见是，自我编制
，专家咨询指导，充分讨论论证，最后定稿，付诸实施。规划不但是展望未来和描绘愿景，规划是工
作指南和依据，要增强科学性、计划性和规范性。编制规划，要处理好近期与长期，需要与可能，传
承与发展的关系。既要立足地方实际，又要与上级要求对接。要长计划、短安排。规划与计划相比，
规划缥缈，计划刚性。但规划不是纸上谈兵，不是描绘空中楼阁，也要具有针对性、实效性。通过规
划，指引方向；通过计划，促进落实。 省非遗保护条例第四条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制定非遗保护
规划，将非遗保护事业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规划是个纲，纲举目张。各地要特别重视依法
编制好当地“十一五”非遗事业规划。这是当前文化行政部门的首要任务。 二、保护为本 2006年6月
，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我省有44个项目上榜，名列全国榜首。2005年6月，浙江省政府
在全国率先公布了省级非遗名录，今年6月省政府公布了第二批省级名录，分别有64个项目和225个项
目上榜，共有289个省级项目。当地的非遗项目列入国遗、列入省遗，令人高兴令人激动，但我们更要
承担起保护的责任。我们要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保护之道。要重点在项目保护、传承人保护和实物资
料保护上下功夫。每个列入省级、国家级名录的项目，都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要有专家指
导组全程介入，要有工作班子负责，要有传承基地落地保护，要有展示平台传播，要抓紧抢救一批实
物资料，要编写普及读物，要有一个政策措施支持。通过系列措施，促进重要非遗项目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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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生水起》

编辑推荐

《风生水起: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动实践》主要介绍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启动以来
浙江省走在前列的具体做法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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