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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五千年的传承与创新，不
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智慧成果灿若繁星。传统民间绘画艺术就
是中华民族智慧结晶中的佼佼者，山西省级非遗项目原平炕围画
是其中尤为璀璨的一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
经时间检验的精髓。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能够
有效地促进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可持续发展，增强民众的民族自豪
感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意识。基于保护与传承的专业视角
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艺术形态，在新
时代下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价值。具体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在群众文化工
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是群众文化工作的重
要构成。群众文化工作旨在推动和促进文化的传播，丰富群众文
化娱乐内容，提高群众文化素养，建构和谐的群众关系氛围。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形态的重要类型，是群众文化工作中重
点关注的内容。近年来全国各地区的群众文化工作中都能够见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子。如以原平炕围画为代表的许多非遗项目，
在近年来的群众文化工作中，围绕其开展了一系列的传播、展出、
培训等活动，有效地深化了群众对其的理解和认知。其次，非物
质文化遗产添彩群众文化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源自于民间，
其中有很多文化艺术项目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因此在开展
群众文化工作中，非物质文化的融入可以丰富群众文化的内容和
形式，使群众有更积极的参与热情。

2  新时期群众文化工作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融合路径
新时期下多种文化艺术形态更加活跃，传播方式也更加多

元，同时群众的文化需求也在变化，这些环境变化对非遗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结合非遗文化的特点和
群众文化工作的特点，本文认为新时期下群众文化工作与非遗文
化保护传承的融合路径主要有：

2.1建立健全政府工作机制
群众文化与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要实现融合，完善的政

府工作机制不可或缺。首先该项工作是由政府主导、协调各方的
工程。这就要求政府要建立健全以群众文化与非遗保护传承为主
题的工作机制，如做好在群众文化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的人员
协调，群众文化与非遗保护传承融合工作的规划，群众文化与非
遗保护传承融合工作的实施方案等。同时在群众文化与非遗保护
传承融合工作中，政府要制定相应的制度纲领和法律法规，以及
相应的政策倾斜和资金保障等，切实发挥宏观调控与协调职能，
以促进群众文化工作与非遗保护传承融合工作的规范性。例如在
非遗项目——原平炕围画的传播中，首先需要专业的工作人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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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具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底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其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
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人民群众当中有着极高的认同感。山西原平的炕围画是我国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民间
艺术形式，历经百余年的传承与发展，该绘画艺术在当前阶段依然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但与此同时，原平炕围画在新时期也面临
着发展困境，如何在群众文化工作中促进其保护与传承，激发其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成为亟待研究的非遗课题。鉴于此，本论文
中以文献资料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两种方式分析原平炕围画，通过剖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及融合
路径，旨在促进原平炕围画及其他非遗项目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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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加强与原平炕围画传承人的沟通和对接，在分析群众文化
工作开展情况的基础上，积极协调，打造原平炕围画交流平
台，并制定原平炕围画的保护与发展规划，有序推进其与群众
文化工作由浅层次到深层次的融合。

2.2完善活动宣传营销体系
完善的活动宣传体系是群众文化与非遗保护传承融合工作落

地实施的必要手段和保障。活动宣传营销有助于提升非遗文化的
知名度，为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更好地拓展空间。同时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和新媒体已经成为宣传品牌和
提升产品知名度的必要手段，对传统媒介是强有力的补充。因此
建构完善的活动宣传体系十分必要。以原平炕围画为例，首先，相
关部门应当摸底群众需求和喜好特点，在群众喜好与营销媒介之
间寻求最佳的活动宣传点。如炕围画服饰模特网络展示大赛、炕
围画与当地旅游资源的渗透、炕围画快手、抖音展示等活动，将
原平炕围画与户外文化宣传广告、新媒体广告结合起来进行传播
等。这些不同的方式可以构成一个多元多点的传播体系，促进新
时期群文工作与非遗保护传承的更好融合。

2.3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专业人才队伍是群众文化工作与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开展的保

证。首先，建立完善的培训体制。笔者认为群众文化工作者除了
通过自学提升自身素质外，还应该不断加强各种培训与学习，多
多汲取现代化的知识与技能、群众文化工作新理念与方法等多元
知识。同时注重基层文化站人员和非遗传承人的培训，切实增强
他们的工作技能与认知水平。其次，引进高质量人才。笔者认为
除了培训学习体系之外，群众文化工作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融合工
作还应当重视对专业人才的引进，与高校的相关专业开展人才培
养的对接，提高专业高素质人才的薪资待遇等。

3  结论
综上所述，群众文化工作与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有着密切联

系，非遗文化是群众文化中关键性的组成部分，而群众文化为非
遗文化提供了传承发展的有效平台，两者相互依存。因此在实际
工作中，应当灵活运用建立健全政府工作机制、完善活动宣传体
系、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手段，来促进新时期下群众文化工
作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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