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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6个地方剧种中12个濒临失传，市民建言抢救非遗：

设设专专项项基基金金，，让让传传承承人人安安心心授授业业

一门技艺的传承，不会仅仅靠
责任心，在传承的时候，尤其看重兴
趣和爱好。现在我家里没有花鼓，但
是一见到鼓，心里就很激动。

这几年，有一些大学来学习磁
村花鼓，看着他们竟能够耐着性子
去学，现在心里已经很宽慰。我想，
毕竟还有人会对这门传统文艺感兴
趣，传承下去应当没有问题。

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让那些
跟着学花鼓戏的孩子和年轻人，能
够怀着一种责任心，把这个东西好
好的发展下去。能够推陈出新最好，
让他们与现代人的音乐爱好结合起
来，这些就是只有年轻人才能做到
的了。

希望学花鼓戏的人

能够推陈出新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吴晓坤 王洪欣) 为更
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临淄区工
商局充分发挥工商部门办理动产抵
押登记工作职能作用，共办理动产
抵押登记189件，为企业融资33 . 8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55%和300%。

据了解，临淄工商局多措并举
为企业融资提供便捷、高效服务。规
范和完善动产抵押登记程序，提高
抵押登记工作效率。加强动产抵押
登记宣传。构建金融部门与企业之
间资金融通的桥梁。规范抵押登记
办理制度。有效地帮助企业解决了
融资难和资金周转困难问题。

临淄工商去年

助企融资33 .8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淄博现存的16个地方剧种中，其中有12个濒临失传。事实上，在淄博现有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很多传统音乐、民间传说、民间技艺都面临着传承难题。本报《市长，我想对你说》栏目多日来收到多名市民反映了非非遗
保护中的困难，其中更有多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非遗现状：

八仙戏和转转调

已无人可登台表演

“现在淄博还懂西寨梆子的人
也就十几个人，平均年龄都在六七
十岁，而且这些人中有一半因为年
龄太大，已经不能唱了。”张店区文
化艺术馆馆长郭福山说。

根据张店史志记载，明末清初，
陕西(山西)、河北两省部分移民将
晋冀“土棒子”戏曲传入张店西寨
村，渐渐成为独具特色的西寨梆子。

“这种小戏种最兴盛时，也不过影响
了周边一些村庄，如今，传承更加成
为一个难题。”

此前，淄博市文化部门曾对外
公布过一个数据，在淄博现存的16

个地方剧种中，除了吕剧、京剧、五
音戏、聊斋俚曲戏较为活跃外，包括
西寨梆子及鹧鸪戏、鲁西梆子、柳腔
戏、督府四平腔、吟腔戏等12个剧种
正面临消亡，八仙戏和转转调更是
已经无人可上台表演。

民间传统音乐只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的一个门类，在淄博，非遗
现已形成国家、省、市、区县四级名
录体系，五音戏等13个项目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淄博刻
瓷等35个项目列入省级名录，剪纸
等102个项目列入市级名录，511个项
目列入区县级名录。然而这些非遗
背后，传承人往往年龄较大，同时因
为正在失去生存的土壤，传承人多
已不能再将其作为生计。经济效益
不强让这些遗产越来越小众。

“非遗中的传统工艺面临
失传，重要原因便是现代工业
技术的冲击。如鲁派内画，很
多地方大量采用机械化制造，
在价格上，鲁派内画的作品便
很难占有优势。”郭福山说，传
统工艺美术在坚持手工制作

过程中，自身渐渐成为奢侈品
的代名词，市场也随之变小。

“现在有很多手工艺品
展销会，我觉得淄博可以组
织一些优秀的产品和非遗传
承人参展，让其他地区的人
能欣赏到淄博非遗的作品。”
市民邹远(化名)建议。

此外，也有市民建议政
府在扶持部分民间工艺产业
化方面须做出更多努力，“一
些非遗技艺人，基本上无法
依靠这门技艺为生，倘若形
成产业化，那么不用保护，它
自身便能发展得很好。”市民
李克远(化名)说。

建议一：非遗项目抱团到外地参展

“建议政府设立一个专项
基金，对传承人进行补贴，让
他们安心授业。并对那些濒临
消亡的非遗项目进行抢救性
的资料保存。”市民郑菲菲建
议，抢救非遗方面，可以考虑
充分发动高校学生及志愿者。

“现在政府都在向学校免

费提供一些非遗课程，如面
塑、剪纸等，但是很多教授课
程的非遗保护人没有报酬。希
望政府协调一下，给予这部分
志愿者一定补贴。”郭福山说。

此外，还有市民认为，可
以摄制一些生动的非遗公益
视频，在公共场所播出。“不

是简单的宣传，这可以吸引
更多年轻人参与到传承中。”
市民刘小杰说，让年轻人以
传承非遗为业很难，但挖掘
年轻人对非遗项目的个人爱
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
年轻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潜
移默化中便实现了传承。

建议二：发动社会志愿者抢救濒亡项目

在淄博众多非遗中，如花灯一样为市民熟知的项目越来越少了(资料片)。

淄淄博博1188家家网网商商月月底底前前亮亮证证经经营营
注册并在网站主页公开营业执照，同时公开各项交易规则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刘
晓 通讯员 崔岫岩 徐海
峰) 22日，市工商局召开全市
网络交易平台贯彻《网络交易
管理办法》会议，要求全市18家
网络交易(经营)平台严格履行
12项法定义务，落实3项整改措
施。1月底前，必须注册领取法
人营业执照，并在主页醒目位
置公开。

3项整改措施包括，第三
方交易平台经营者注册登记
并领取法人营业执照，在其从
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
置公开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
或者其营业执照的电子链接
标识；督促入驻网商(法人、其
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自
然人)按照法律规定公开经营
主体信息；第三方交易平台建

立平台内交易规则、交易安全
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良
信息处理等管理制度；第三方
交易平台将其各项交易规则、
管理制度在其网站公示，对通
过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
务的经营者及其发布的商品
和服务信息建立检查监控制
度等。

据悉，《网络交易管理办

法》于去年3月15日起开始正式
实施，对网络购物七天无理由
退货、经营网店需要实名认证
以及消费者维权细化措施等
方面有了细化的补充性规定。
随着消费者网购消费习惯的
形成，新的《网络交易管理办
法》细化了对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各项保护措施，整个交易过
程将变得更加透明和合理。

▲磁村花鼓的传承人 李慎濂

情系环卫

冬日送暖

21日下午，由市总工会牵头，市住建局和市市政环卫处工会
联合举行“关爱环卫职工，春节送温暖”活动在市博物馆广场举
行，近80名环卫工人参加。本次活动为全市环卫工人休息房、环卫
工之家等场所赠送电暖器近400台。
本报记者 刘晓 实习生 李洋 通讯员 孙冰 张龙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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