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2010年11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王琳 组版：张伟丽

今日青岛·调查

经济收益少、社会地位不高，难引起年轻人的兴趣

岛城非遗文化“梦断”传承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李珍梅

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议后将中医
针灸和京剧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而此前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就
青岛某项非遗文化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半数
以上学生对该类文化都不感兴趣。与此同时，
不少非遗保护单位都面临传承断层的问题。
经济收益少、社会地位不高等因素，绊住了岛
城非遗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家政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出台

家政员该干啥有了硬杠杠
本报 11月 18日讯（记者 刘

玉彩） 钟点工、育婴师、居家养
老等家政服务具体的服务内容
有了明确的规定。18日，全国家
庭服务工作组年会在青岛召开，
会上公布了山东省首个《家政培
训服务规范》系列地方标准，结
束了我省家政培训服务业地方
标准缺失的历史。

“以往一个育婴师要干什
么，雇主、培训机构和育婴师本
人都有各自的理解，没有具体
的规范，今后就不会出现这种
情况了。”青岛市家政协会的
相关人员说，之前因为家政行
业没有统一的标准，公司、客
户、家政服务员的理解不一
样，当发生争议时会造成各说

各的理，小事变大事。另外，各
类家政培训服务机构也没有具
体培训规范，导致“证书”满天
飞，加剧了家政服务员队伍的混
乱，不仅雇主们无法辨认证书的
真伪，家政公司对证书的“含金
量”也是一无所知。

为了改变家政行业存在的
一系列问题，在全省重要家政服

务社的牵头下，关于家政培训服
务规范居家养老、母婴生活护
理、育婴等三项省级地方标准通
过了相关部门的评审，并于18日
正式发布。记者了解到，这三项
规范对于家政服务员的职业道
德、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以及家
政服务达到的效果都做出了具
体而详细的规定。

沉寂五个月，

崂山房价又涨
是新政出台以来首次上涨，

涨幅创近年来新高

本报 11月 18日讯（记者
刘玉彩 通讯员 刘文东）
沉寂五个月后，崂山区房价
再次上涨。 1 8日，记者从崂
山区统计局获悉，今年 1 0月
份，崂山区新建商品房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5 . 2 %，是自今
年 4月份房地产新政出台以来
的首次上涨，并且涨幅创近
年来新高。

虽然目前青岛楼市扑朔迷
离，忽高忽低，但整体上，崂
山CBD的房价与市南区不相上
下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今年崂
山区的房价在经历了前 4个月
疯狂之后，随着4月17日房产
新政的出台而走向沉寂。据崂
山区统计局统计，今年前10个
月，崂山区商品房销售价格环
比上涨的月份有四个，分别是
2月份、3月份、4月份和10月
份。其中2、3、4月份环比增
长分别为 0 . 2 % 、 0 . 2 % 和
0 . 6%，10月份成为环比增长最
大的月份。

楼市专家分析认为，从数
据上可以看出，房地产市场经
受新政抑制 5个月后开始出现
明显的反弹。崂山区相对与市
区来说，除了靠海的优势外，
交通环境比较好，这是吸引购
房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过
一段时间的观望后，消费者选
择继续入市是一个必然的趋
势。不过，据分析，进入十一
月份，虽然楼市依然火爆，但
随着国家及省市各项严控政策
的出台，崂山区新盘并不多，
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18日，在宁夏路
一家大型超市内，可
爱俏皮的圣诞鹿吸引
了市民的眼球。据了
解，距离圣诞节还有
一个多月的时间，商
家已经精心布置好了
琳琅满目的圣诞商品
栏，让人早早品尝到
了圣诞的“味道”。

本报记者 张晓
鹏 杨宁 摄影报道

圣诞“味”浓

200人中119人

不知胶州秧歌

“ 你 了 解 胶 州 秧 歌
吗？”“你看过胶州秧歌
吗？”“你对胶州秧歌的剧
目感兴趣吗？”……这是青
岛科技大学近期在校园内展
开的一份问卷调查的部分内
容。据悉，几天前青岛茂腔
剧团曾带领团员在该校表
演，发现大多学生对此一无
所知。为了弄清学生们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了解情
况，艺术学院向全校多个系
别发放了1000份关于胶州秧
歌的问卷调查，结果却让人
不容乐观。记者从目前回收
的200份问卷调查中发现，
有119名学生都表示不了解

该艺术，且对胶州秧歌也不
感兴趣。

但对于这个结果，发
起这项调查的艺术教育中
心主任孙佩珊却认为，实
际情况或比问卷更加不容
乐观。“这个结果太水，
当初不应该采用实名制调
查，这样学生们才不会有
那么多顾忌。”孙佩珊不
无遗憾地表示，在自己和
学生们的接触中她发现，
很多学生说起这些民间非
遗 文 化 来 的 时 候 兴 趣 缺
失，对这些艺术的认识还
停 留 在 书 本 的 层 面 上 。
“ 学 生 们 平 时 没 机 会 接
触，我们制造机会他们也
不愿意去了解。”孙佩珊
看着学生们在问卷中对胶
州秧歌千篇一律的模式化
回答，显得颇为失望。

内容“老套”

难吸引年轻人

据悉，胶州秧歌有230多
年的历史，在 2006年 5月 20
日，经国务院批准，胶州秧歌
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此外胶南的
茂腔、平度的烛竹马、崂山沟
崖高跷等多项文化被列入市
级非遗名录。然而17日、18日
两天，记者在青岛大学、青岛
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对
50名学生进行了随机采访，
却鲜有人知晓并对这些优秀
的文化遗产感兴趣。
“青岛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不是崂山啊？”听到记
者提到非遗，青岛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的孙玉成一脸

茫然。在大多数接受采访的
大学生印象中，非遗就是古
板的代名词，不少大学生认
为那只是上了岁数的人才感
兴趣的东西。“那些秧歌啊茂
腔啊之类的有点太老套了
吧，平时就算在电视里见到
也会立刻转台。”青岛大学日
语系的大三学生胡晓东表
示，自己接触到的多是新近
最流行的东西，而那些传统
的民间艺术与现在的生活脱
节严重，很难吸引年轻人的
注意力。

多项非遗文化

面临传承难题

“现在剧团里老龄化太
严重了，大部分都是40岁或
50岁开外的人，这些传统文

化现在直接面临着传承断层
的问题。”18日下午，青岛市
茂腔剧团团长刘宗涛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指出，因表演秧
歌等收益有限，无法作为谋
生的职业，已经很少有人愿
意让自己的孩子专职学习。
此前，剧团曾试图将茂腔变
成教材走进校园，却收效甚
微。

对于刘宗涛的困扰，青
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的办公室主任张萍也深有
感触。18日中午，保护中心十
多名市民正在参观传统艺
术，然而记者注意到，这些市
民全都是60岁左右的中老年
人，一张年轻面孔都没有。
“中心的传习站每个月都会
举办 1到 2期胶东大鼓培训
班，由政府出资免费培训，可
每回都是固定的二十几个人
来学。”张萍说，部分收益可
观的非遗文化，如剪纸、木版
年画等都是家族传艺，目前
没有传承危机。但是像平度
的烛竹马、胶南的藏马大鼓
等只在特定场合、特定日期
演出的优秀民间艺术却几乎
要绝迹了。“烛竹马的传承人
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如果继续下去，这些优秀文
化就只能存留在档案里了。”

不少申请非遗者

只是“向钱看”

据介绍，2003年时国家
才出台规定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此前根本没有非遗的
概念。直到2005年才开始全
国性普查，并将符合条件的
非遗列入名录。“很多可以列
入名录的民间文化艺术在普
查开始前就消亡了，非常可
惜。”张萍介绍说，目前青岛
的国家级非遗文化从最初的
3项增加到8项，省级的从14
项增加到23项，市级的从27
项增加到49项，每年都会有
新的民间文化进入非遗名
录。而对于这种情况，张萍并
不认为是个好现象，因为列
入非遗的都是濒危的文化项
目，这种现象从侧面也折射
出目前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
难题。

对于目前岛城非遗文化
传承难的困局，市文化部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
认为，造成该现状的原因还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
质化”越来越严重。“每年都
有很多单位申请非遗，申请
进名录，可他们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
向政府部门要钱。为了去演
出赚钱，平日里有国家拨款、
省市拨款养着，有了演出就
去演，根本不把心思放在保
护和传承上。”该人士表示，
非遗文化项目要能传承下
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只
有不断地进行创新、不断地
迎合时代的发展才可以。而
将旧有的东西一遍遍地演
练，只“向钱看”，这种保护方
式只能让非遗最终淡出人们
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