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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传承进校园党建品牌建设典型案例报告

谢张美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教育局　广西河池　546300

摘　要：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响应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号召，落实河池市宜州区教育党工委印发《宜州区教育系统党建品牌创建活动实施方案》

精神，创建特色党建品牌，发挥品牌效应，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宜州区教育系统党建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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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背景

1.1 学校概况

河池市宜州区第一小学创建于 1953 年，设本部和龙降

校区，是刘三姐故乡宜州区一所办学规模最大的示范性学

校。在校学生 5643 人，教职员工 262 人。建校 70 多年来，

在历任校领导的科学管理和全体教师的严谨治学中，宜州

区第一小学以其优良的校风和过硬的教学质量，坚持多元

化发展方向和特色办学之路，造就了龙江河畔一道亮丽的

教育风景线。多年来，学校以“崇德行孝”构建德育体系，

以“求真尚美”构建教师管理体系，着力培养“魅力学生”、

塑造“魅力教师”、成就“魅力课堂”、打造“魅力家长”、

点亮“魅力之星”。在魅力教育引领下，学校先后培养出

全国优秀教师、广西特级教师、河池市、宜州区教学名师、

学科带头人 36 人次，逐渐形成一支“外雅内秀、追求卓越”

的有魅力人格的教师队伍。在魅力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先

后被授予“全国体育示范学校”“广西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示范学校”“广西第三批中小学生发明创造示范单位”“广

西优秀少先队大队”等 30 多项集体荣誉称号，学校还被命

名为全国“两先两后”课题示范学校、“自治区学雷锋活

动示范点”“广西首届自治区文明校园”“全国第二届文

明校园”。

1.2 “非遗润心 文化铸魂”党建品牌建设背景 

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 ,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响应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号召，落实河池市宜

州区教育党工委印发《宜州区教育系统党建品牌创建活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关于对 2024 年“党旗领航 红烛争辉”

党建品牌创建活动评审结果公示的通知》精神，通过党建

引领，推动非遗文化进校园，培养师生的文化自信自强和

民族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校党委立足宜

州区域特色，打造以“非遗润心 文化铸魂”和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为核心的党建品牌，发挥非遗文化见证民族历史和

情感表述方式的文化史研究价值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

美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实现非遗文化与学校教育的深度

融合，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促进宜州居民素质全面提升。

通过党建品牌建设，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激发学

生对非遗文化的兴趣和热爱，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

展培养新一代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2.	党建品牌建设过程

2.1 品牌定位

（1）品牌名称：非遗润心 文化铸魂

（2）品牌理念。宜州是三姐故里，赋有“五乡三地一

城”区域特色，宜州山歌、渔鼓、彩调等民间文学、曲艺、

传统戏剧，端午节习俗、宜州中秋祭月习俗，宜州猫狮、

背篓绣球、板鞋竟速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传统文化、

习俗流传数千年，为进一步加深对中华历史和文化的理解，

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认同感，学校党委以党建为引领，

紧紧围绕铸魂育人主线，以创新力增强民族文化活力，以

凝聚力厚植教育情怀，深入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特色

育人工程，推进学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赓续中华文脉，

弘扬民族文化，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将非遗文化融入

校园文化建设和教育教学过程中，促进非遗文化传承与创

新发展，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自强和创新精神，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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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牌目标。学校党委以“传承文化，传播文明，

传递幸福”为理念，将属地非遗文化资源融入学校教育，

因地制宜挖掘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的课程特色，通过开展

“党建 + 非遗文化传承”进校园活动，推进学校“五育”

并举有形、有感、有效，推动非遗文化在校园的普及、传

承与创新发展，形成具有宜州区域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

2.2 品牌建设策略

2.2.1 组织架构

成立以学校党委为核心的非遗文化传承领导小组，党

委书记任组长，副书记任副组长，党委委员任成员，负责

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整体规划。下设党建办，负责党建品牌

建设的具体实施。

2.2.2 人员配置

教师队伍作为提升学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主力军，

教师队伍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学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学

校选拔和培养一支懂非遗、爱非遗的教师队伍。聘请宜州

当地国家级刘三姐歌谣传承人谢庆良、国家一级演员、广

西戏剧院彩调代表性传承人蒋剑和河池市地方戏剧传承人

蒋晓文 3 名非遗传承人和能工巧匠、民间手艺工匠、文化

艺术专家等 60 多名学生家长担任学校兼职教师，8 名学校

专职教师，形成专兼职相结合，师德高尚、业务精良、充

满活力的教师队伍。

2.2.3 资源配置

“歌仙故里，歌海宜州”，宜州是一座会唱歌的城市，

刘三姐歌谣是宜州的文化灵魂。宜州区第一小学充分利用

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推动民族文化进校园。一是以刘三

姐歌谣文化铸魂。近年来，宜州区以加强“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刘三姐歌谣）”建设为动力，进一步保护传承

和创新发展刘三姐歌谣。以刘三姐歌谣为纽带，推动新时

代宜州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坚持融合发展，坚持共建

共享，让刘三姐歌谣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优秀民

间文化艺术刘三姐歌谣更好融入社会、生活和产业发展，

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乡村文旅结合，促进

文旅产业发展，形成“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的良好局

面。二是非遗项目资源丰富。宜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

拥有 2100 多年的历史文明，各民族创立和传承了丰富多彩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具特色、

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戏曲、舞蹈、雕刻、绝

技等艺术创作，也包括源远流长、独具一格的厨艺、酿酒、

纺织等特殊技艺，还包括内容丰富、形态各异的民俗、民风、

节庆、礼仪、游戏等。这些文明成果无一不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等。截至 2019 年 3 月，

宜州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45 项，如刘三姐歌谣、

宜州渔鼓、宜州彩调、百姓歌等项目。三是传承人层出不穷。

宜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层级传承人共计 50 人，其中刘三

姐歌谣（民间文学）传承人共计 14 人，宜州彩调（传统戏剧）

传承人共计 20 人，桂剧（传统戏剧）传承人 5 人，宜州渔

鼓（传统曲艺）传承人 3 人，零零落（传统曲艺）传承人 2

人，上刀山过火海（杂技与竞技）传承人 2 人，德胜红兰

酒传统酿造技艺（传统手工技艺）1 人，庆远松糕印版馍制

作技艺（传统手工技艺）1 人，怀远八宝饭制作技艺（传统

手工技艺）2 人。这些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为“非遗文化

进校园”特色育人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项目支撑和师资保障。

2.2.4 整合校内外资源

为了更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宜州区第一小学还

积极拓展社会资源，携手宜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将国家级非遗项目“刘三姐歌谣”、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曲

艺——宜州渔鼓”、“传统戏剧——宜州彩调”、“民俗——

宜州祭月习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宜州猫狮”

等地方非遗项目引入师生、家长的文化生活中，通过家长

进课堂、户外研学等形式，把唱山歌、舞猫狮，制作马仔、

白饼、香囊、粽子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文化带入校园。

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亲身体验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还

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

中提升了大家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营造了浓厚的非遗

保护和文化传承氛围。

2.2.5 制度建设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党建工作，狠抓制度建设与工作落

实。制定《党委班子成员工作职责》《党员干部联系服务

群众制度》《党建工作评估制度》等 24 项制度，通过深化

党的制度建设，可以调动全体党员参与党建工作，提升工

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推动党建品牌建设提供

坚强的政治保证。

2.3 品牌实施步骤 

2.3.1 营造氛围提升认知

在校园内营造非遗文化氛围，学校开设了扎染、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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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鼓、彩调等课程，将山歌、民间舞蹈、民族工艺、民族

传统体育等带进了课堂。学校组织春节巡游、中秋祭月等

非遗文化体验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青少年

学生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2.3.2 完善课程开发体系

建立以本部校区和龙降校区为主阵地的非遗文化传承

基地，开发校本教材，如已编印成册的宜州区第一小学地

方课程开发应用资源《刘三姐歌谣》、刘三姐歌谣进校园《山

歌集》、扎染手工制作流程、剪纸技艺等，形成系统的非

遗文化课程体系，增强了青少年学生文化自信自强和民族

自豪感，促进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推动了校园

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2.3.3 党建与非遗融合，提升文化影响力

学校党委将非遗文化教育融入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

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校园文化品牌，主要体现在：一是党建

引领。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引领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

组织开展，确保活动的正确方向和有效实施，强化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提升党建品牌在校园中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 二是党员参与。党员教师积极参与非遗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工作，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 三是文化传承。通过

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创新发展。

结合现代教育理念和技术手段，促进非遗文化创新发展，

使其更加符合现代青少年学生的兴趣和社会的需求。

2.4 品牌推广方式

学校党委借助校园广播、宣传栏、新闻报道、社交媒

体等宣传阵地，举办壮族三月三、春节巡游、中秋祭月等

多种形式的活动，发布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信息和成果

展示，宣传非遗文化的重要性，展示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扩大非遗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提高非遗进校园活动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提升品牌的美誉度和认可度。

3.	党建品牌建设成效

3.1 组织建设成效

宜州区第一小学党委在非遗文化传承进校园活动中发

挥了核心作用，109 名党员教师积极参与，成为非遗文化传

承的中坚力量。学校以重大节日、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

了民族大课堂、特色小厨房、传统文化游园等丰富多彩的

教育活动，让学生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通过非遗文化教育，培养了一批对壮族传统文化有深刻理

解和热爱的青少年学生。2024 年，定期举办非遗文化展示

活动、非遗文艺表演及画展，青年教师传承非遗活动，教

职工非遗展示活动，“三姐歌谣”合唱比赛，体育艺术劳

动周，家长进校园等非遗文化相关的讲座、展览和体验活动，

共 22 场次，全体师生及 750 名家长参与。如开展《非遗猫

狮 薪火相传——宜州区第一小学龙降校区开展家长进课堂

活动》《非遗文化绽放校园，传承之光点亮童心》《“布”

可思议 由“染”而生》等活动，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影响力。

3.2 党员教育成效  

党员教师参与非遗文化课程的开发和教学，如渔鼓表

演、彩调基本功、山歌合唱、舞猫狮、马仔制作、草把龙

制作流程及演艺、背篓绣球、板鞋竞速等，提升了自身的

文化素养和教学能力，在非遗文化传承中起到了模范带头

作用，影响了更多的青少年学生参与到非遗文化的学习和

传承中。青少年学生通过参与非遗文化活动，增强了对传

统文化的认识和尊重。

3.3 服务群众成效 

学校党委通过开设非遗文化课程、组织非遗文化体验

活动、建立非遗文化传承基地等，使学生对非遗文化的兴

趣和参与度显著提高。非遗文化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学生、家长和社会对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给予了积

极的评价和支持。

3.4 社会影响成效

学校党委开展的非遗进校园活动得到了广西学习平台、

广西少年报、河池融媒、今日宜州、微观宜州等多家媒体

的关注和报道，使学校的社会知名度提升。社会对学校非

遗文化教育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有

效途径。学校党委开展了“党建 + 非遗文化传承”进校园

系列活动，2024 年元旦期间，连续三天在中国中央电视台

少儿频道播出，带大家一起领略宜州三绝，让我区非遗文

化走出宜州，走出广西，传遍全国。

4.	经验、问题及改进方向

4.1 成功经验 

学校党委在“非遗润心 文化铸魂”党建品牌建设过程中，

获得的成功经验颇多，一是将非遗文化与党建工作相结合，

通过党建引领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二是通过课程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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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组织、基地建设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推进非遗文化进

校园；三是开发校本教材，建立非遗文化传承基地，形成

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四是加强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为非遗进校园项目的开展提供师资保障。

4.2 存在问题

在党建品牌建设过程中，取得成功经验的同时，也遇

到非遗文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部分学生对非遗文化的认

识不足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非遗文化教育的普

及程度不够，缺乏有效的宣传和教育手段。在今后的品牌

建设工作中，学校党委将进一步加强非遗文化教育的宣传

力度，提高教师和学生的非遗文化素养，建立更多的非遗

文化传承基地。

4.3 改进方向

未来，学校党委将进一步深化非遗文化教育，扩大非

遗文化进校园的覆盖范围，提高教育质量。加强与非遗传

承人和文化专家的合作力度，开发更多高质量的非遗文化

课程和校本教材，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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