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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习俗申遗成功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且将新火试新茶
——— 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负责人谈此次申遗成功

新华社北京11月
29日电 记者从文化
和旅游部获悉，北京时
间11月29日晚，我国申
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
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
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据介绍，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
叶采摘、茶的手工制
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
享 的 知 识 、技 艺 和
实践。

自古以来，中国人
就开始种茶、采茶、制
茶和饮茶，发展出绿
茶、黄茶、黑茶、白茶、
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
及花茶等再加工茶，
2000多种茶品供人饮
用与分享。

传统制茶技艺主
要集中于秦岭淮河以
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
南、江北、西南和华南
四大茶区，相关习俗在
全国各地广泛流布，为
多民族所共享。成熟
发达的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广泛深入的社会
实践，体现着中华民族
的创造力和文化多样
性，传达着茶和天下、
包容并蓄的理念。

通过丝绸之路、茶
马古道、万里茶道等，
茶穿越历史、跨越国
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
喜爱，已经成为中国与
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
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
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
介，成为人类文明共同
的财富。

截至目前，我国共
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名册，
居世界第一。

围绕这次成功申遗，记者在
第一时间专访了文化和旅游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王晨阳。

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
多样性的重要贡献

问：请谈谈此次申遗成功
的重要意义。

答：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再次体
现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多样
性的重要贡献，我们感到非常
振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非遗保护工作，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非遗保护
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局
面，进入系统性保护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茶文化
保护传承发展，在浙江杭州考
察时观看龙井茶手工炒制技
艺，鼓励大家把传统手工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在致
信祝贺首个“国际茶日”时指
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
球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
茶文化交融互鉴，让更多的人
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
享美好生活。

如今，我国茶叶的种植面
积、从业人群、茶产量及产值均
居世界前列。种茶、制茶、饮茶
等相关习俗在全国各地广泛流
布，被各地区各民族广泛享用，
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是茶文化的
传承者，日用而不觉地践行着
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
会观、道德观。通过经贸往来
和人文交流，中国茶文化也在
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茶文化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

问：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
其相关习俗这个项目的内涵是
什么？

答：茶兴于唐，而盛于宋。
“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
一日以无”。我国是世界上最早
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的国家，茶

文化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成为
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
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
用和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
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世代相传
的经验种茶和管理茶园，采茶工
采摘、拣选茶叶，制茶师通过杀
青、闷黄、渥堆、萎凋、做青、发
酵、窨制等方式制作出绿茶、黄
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及
花茶等。在日常生活、仪式和
节庆活动中饮茶、敬茶等习俗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品茶、斗
茶、评茶等活动在许多地区成
为当地特色风俗。这些活动成
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
见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涉及15个省（区、市）的
44个国家级项目，项目申报工
作得到了传承群体的积极响应
和广泛参与。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有着系统的知
识体系、广泛的社会实践、成熟
的传统技艺、丰富的手工制品，
体现了中国人所秉持的谦、和、
礼、敬的价值观，对道德修养和
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并
通过丝绸之路促进了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人都能做茶文化的传承者

问：目前，这一项目保护传
承实践开展情况如何？

答：当前，与这一项目相关
的知识和技艺主要通过家族传
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
统方式进行传承，并与正规教
育有所融合。比如，安溪铁观
音制作技艺在福建省安溪县王
氏家族已传至第13代；安徽祁
门红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王昶在近5年间收徒授艺17人。

更多人是通过家庭、社区
的活动参与传承的，比如在家
庭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由
长辈传授给下一代；在社区，相

关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
知识，通过长者口传身授实现
代际传承。我们每个人都能做
茶文化的传承者。

目前，中国有40多所中职
和8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茶学和
茶文化专业，每年培养制茶、茶
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一些
代表性传承人进入学校，开展
传承教学。

讲好新时代中国非遗故事

问：接下来，如何使中国茶
的呈现与演绎更加精彩？

答：此次申遗成功，是我们
推动茶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向
世界传播中国非遗保护成就新
的契机。

为增强传承活力，相关社
区、群体和个人成立了保护工
作组，并联合制定了《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五年保
护计划（2021—2025）》，鼓励
传承人按照传统方式授徒传
艺，依托中职院校和高等院校
培养专门人才，巩固代际传承；
举办保护传承培训班，加强能
力建设；建立研学基地，编写普
及读本，开展相关巡展活动，提
高青少年的保护意识。文化和
旅游部和相关地方政府积极支
持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组织
实施系列保护措施，做好该遗
产项目的传承与实践。

截至目前，包括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内，
我国有43个非遗项目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
位居世界第一。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框架下，我们建立了有中
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为国
际非遗保护提供了中国经验、
贡献了中国智慧。

接下来，我们将不断增强
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从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高度做好非
遗保护传承工作，讲好新时代
中国非遗故事，推动中华文化
更好走向世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四部门发文守护老人“钱袋子”

剑指养老服务领域
非法集资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记者近日
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公安部、市场监管
总局、中国银保监会印发文件，对常态化养
老机构非法集资防范化解工作作出制度
安排。

近年来，一些机构和企业打着“养老服
务”“健康养老”等名义，以“高利息、高回
报”为诱饵，在养老服务领域实施非法集
资，严重侵害广大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破坏
养老服务健康发展秩序。为此，四部门印
发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非法集资防范化解工
作的意见，加大常态化养老机构非法集资
防范化解力度，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意见要求，要加强风险摸排。民政部
门要对接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养老机构登
记备案信息共享交换机制，通过信息抓取
及时掌握增量，做到情况清、底数明。要定
期开展存量摸底排查，每年对养老机构服
务安全和质量进行不少于一次的现场检
查，在排查中发现未经登记但以养老机构
名义开展养老服务活动的，依法做好分类
处置。

意见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养老机
构要规范内部管理，依法签订服务协议。
民政部门要制定养老服务质量信息公开模
板，张贴宣传简报，公开举报方式，公布依
法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相关信息，引导老
年人及家属理性选择。

意见还明确，要依法分类处置。民政
部门要对摸排发现的问题隐患综合评估、
逐一研判，纳入“红橙黄绿”风险管控等级，
并做好线索通报和分类处置。要加强信用
监管力度，对因从事非法集资依法受到处
罚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惩戒措施。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记者从中
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日前举办的环境茶
座上获悉，《“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即将发布实施，以加快解决人民群众关
心的噪声污染问题。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杨龙在
此次活动中介绍了这一情况。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
年，声环境质量整体向好，但群众噪声投诉
举报量持续居高。生态环境部门全国生态
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共接到公众举
报45万余件，其中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举
报的45.0%，居各环境污染要素的第二位。

杨龙表示，推动解决群众的噪声困扰，
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领域。今年噪声污
染防治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污染防治攻坚
战进入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毛玉如介
绍，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实施噪声
污染防治行动，基本掌握重点噪声源污染
状况，不断完善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体系，有
效落实治污责任，稳步提高治理水平，持续
改善声环境质量。

与会专家介绍，我国在噪声污染防治
的相关科技支撑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新建
建筑隔声性能正在逐步提升，铁路交通噪
声污染防治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

噪声污染防治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
面和各个领域。源头防控是噪声污染防治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西北大学教授王社坤
指出，防治噪声污染具有一定难度，需要大
家齐心协力，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
人受益的噪声污染防治氛围。

《“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即将发布实施

加强噪声污染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