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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申遗成功
有哪些重要意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
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
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
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
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006年，春节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随着中华文化海
外传播范围的日趋扩大，春节在全球的影响力
也日益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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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以不同形式庆祝农历新年。去年第78届联大
还将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中国代表团在巴拉圭申遗现场表示，春
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寄寓着中
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寄托了中国人的家
国情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
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在世代传承中，该遗
产项目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赋予持久的精
神力量，在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经济发
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
世界舞台上促进着文明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中国代表团指出，春节申遗成功，有助于
弘扬和谐、和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非遗
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面向未来，中国愿
认真履行保护承诺，携手各方，以非遗为桥梁
和纽带，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为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非遗数量世界第一
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
2024年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通过20年实
践，中国已形成既符合自身国情、又与国际
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体系。

近年来，中国一大批体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

遗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各级人大、政府积极
推进非遗相关立法，为非遗保护传承提供有
力法治保障。

今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的报
告指出，目前，中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
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
项，其中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包含
3610个子项）。认定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9万多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3068人。全国现有非遗保护机构2406个。
文化和旅游部设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成立省级非
遗保护中心。通过建立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推进区域性整体保
护，以及加快传承体验设施建设，中国非遗保
护传承体系日益健全，传播普及水平不断提
升，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非遗保护工作
将如何继续推进

中国代表团表示，中国将继续认真履行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断提升非遗
系统性保护水平。同时申报和推介更多具有
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的
非遗项目，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
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巴拉圭当地时间5日，“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
3个遗产项目通过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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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首次
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

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为例，该遗
产项目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以来，中国紧紧
围绕该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的风险，通过支持
鼓励传承人传艺带徒，大力开展各类培训、纳
入正规教育等方式促进该遗产项目的传承，
传承群体由1000人增长至2万人。在实现振兴
的同时，该遗产项目也为黎族群众特别是女
性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年青一代的全面教育
提供优质资源，为不同社区开展相互尊重的
对话等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代表团表示，今后
中国将基于该遗产项目保护现状，继续有针
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维护文化多样性。

中国代表团指出，接下来，中国将继续
统筹运用整体性保护、分类保护、生产性保
护等方式，精准施策，不断增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活力，继续确保相关社区、群体
和个人成为非遗保护的最广泛参与者和最
大受益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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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非遗”项目数量世界第一意味着什么
中国申报的“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日前在巴拉圭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

上通过评审，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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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有39个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个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个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

春节申遗成功有哪些重要意义？中国是怎么做到非遗项目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将如何继续推进？

手工艺人在编织黎锦。

羌族群众载歌载舞庆祝羌年。

在福建省屏南县长桥镇，工匠在修复万安

桥时架设廊屋梁柱。 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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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
委员会第19届常会12月5日
通过评审，决定将“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
艺”3个遗产项目从急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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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9年列入急需保护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
来，上述3个遗产项目保护
成效显著，存续力持续提
升。“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通过成立合作社和企
业，带动当地黎族群众特别
是妇女就业增收；“羌年”在
羌族传统文化保护、带动当
地文化生态旅游和乡村特
色旅游发展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中国木拱桥传统
营造技艺”的保护传承形成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
文化和自然生态协同保护
的良好态势。这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
首次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
上述遗产项目成功转入代
表作名录，既体现了中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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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我国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名册的44个项
目中，有39个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个
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1个入选优秀保
护实践名册。 据新华社

葛相关新闻

“亮剑”直指假药回流药！国家医保局发布药品追溯码热点问题解答

明年6月药品追溯码将实现全场景应用
针对公众关心的药品追溯码相关问题，

国家医保局12月6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
七问七答，其中提到，预计2024年底，公众通
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药品追溯信息查
询”模块，可以查询部分通过医保结算的药
品追溯信息。2025年6月底前，药品追溯码将
实现全场景应用。

药品追溯码主要用于药品的生产和流通
环节的全程监管，确保药品的质量和安全，防止
假药、回流药和串换销售。根据药品的不同包
装，追溯码分为3个等级，俗称大码、中码和小
码。大码，也称三级追溯码，指的是药品最外层
包装上的追溯码，通常用于标识一批药品的整
体信息。中码，也称二级追溯码，指的是介于大
包装和小包装之间，中间层级包装上的追溯码。
小码，也称一级追溯码，用于标识最小销售包装
单元的药品，如单盒药品。小码是药品最基础的
追溯单元。扫描小码，就可以追溯每盒药品的来
源和流向，实现全链条溯源。国家医保局正在建
立追溯码、医保编码和商品码的三码合一映射

库，大、中、小包装追溯码的级联映射库以及各
类追溯码的识别库，并向定点医药机构和生产、
流通企业开放，切实降低定点医药机构和生产、
流通企业的扫码工作强度，实现扫码入库出库
工作高效、便捷。

国家医保局目前正会同人社、卫健、药监
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文件，协同推进药品追
溯码在医保、工伤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和
全场景应用，努力在2025年6月底前实现应采
尽采、应扫尽扫、能接尽接。国家医保局表示，
无追溯信息的医保药品和耗材将越来越少，公
众的用药安全将得到有力保障。

有公众反映，目前无法通过药品追溯码查
询药品所有信息。对此，国家医保局表示，药品
追溯信息采集和应用，涉及药品生产、流通和使
用等多个环节。在该局开展医保药品追溯信息
采集和应用之前，药品追溯体系建设，并未完全
覆盖到医院、药店和药品消费者等终端使用群
体，少数生产、流通企业也未严格按照规定，完
成全量药品的赋码、采码和数据上传工作。因

而，消费者通过第三方平台，仅能查询到部分配
送环节信息，无法查询到药品所有信息。

随着医保药品追溯信息采集应用的深入
推进，待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全量采集并上传信
息后，预计到年底，公众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药品追溯信息查询”模块，可以查询部分
通过医保结算的药品追溯信息。此外，国家医保
局提示，如果消费者退药后，药品被重新扫码，
这通常不会被视为重复流通。退药后，药品的追
溯码信息会被更新或重置，表示该药品已经回
到了待销售状态，医药机构可以再次进行销售
和扫码。

国家医保局介绍，药品、耗材的追溯码
会以条形码或二维码的形式印制在包装上，
相当于药品“电子身份证”。今后任何人都有
可能通过扫码了解所买药品的来源。这就完
全切断了骗保“回流药”的生存土壤，也会让
集采药窜货的现象彻底消失。

综合央视新闻、央广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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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应急能力 筑牢安全防线
青岛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开展

2024年应急安全警示科普及
实操演练活动

青岛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组织全体职工于近日开展了2024
年应急安全警示科普及实操演练
活动，旨在提升职工的安全应急
素质和消防意识，增强应对突发
事件的能力。活动中，消防宣教人
员进行了安全法规及应急急救基
础知识的科普，分析了典型火灾
案例，并讲解了消防设备的使用
方法。在实操环节，模拟了火灾现
场，让职工亲身体验了灭火演练，
熟悉灭火器的使用流程。此次活
动有效增强了职工的消防安全意
识和防灾避险能力，为中心营造
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
良好氛围。 （王政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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