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化遗产活动策划(优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文化遗产活动策划篇一

一、精心组织，科学策划，切实开展“文化遗产日”活动。

“文化遗产日”活动当日，我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带领文
化馆全体职工在县城悬挂横额，把精心制作的宣传板报摆放
在繁华的街道旁，并对过往的群众宣讲“什么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等等有关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引得许多群众驻足观听，同时发放了
宣传资料1360多份。我县电视台还播报了当天“文化遗产
日”开展活动的一些情况，扩大了宣传面。通过这次宣传活
动，营造了全民尊重、热爱、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
好氛围，提高了我县人民群众对非遗的保护意识。

二、以“游神节”为契机，加大宣传面。

_月18日是我县龙头乡传统节日“游神节”，参加活动的群众
有上万人。为了使宣传“文化遗产日”更深入民心，经局领
导同意，我县文化馆全体干部职工顶烈日，抗高温，深入到
龙头乡，在龙头乡的街头摆起了宣传板报，并发放宣传资料
一千多份。通过宣传，参加活动的群众知道了我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有哪些，使他们认识到非遗就在身边，我们应该努力
把它们保护起来。



文化遗产活动策划篇二

为响应“20xx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xx”，坚定文
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呵护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共享时代美好生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发挥博
物馆社会教育职能，在文化遗产日期间，洛阳博物馆将
于20xx年6月9日期间开展文化遗产日主题系列活动，具体方
案如下：

制作以文化遗产日宣传口号为内容的静态页面，在洛阳博物
馆南门大屏幕、聂泰路口大屏幕循环播放。

时间：6月8日起

洛阳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与洛阳博物馆志愿者在遗产日当天
将为观众提供定时的免费讲解，使观众更详细的了解文物背
后的故事。

时间：6月9日全天

地点：洛阳博物馆一楼大厅集合

采用传播能力更强的网络直播形式进行“我从哪里来之二里
头珍宝篇”制作播放，由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赵海涛队长和
洛阳博物馆高级讲解员组成的团队，带领网上观众深入二里
头遗址探秘、欣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并解答网友关
心的问题，公众可关注洛阳博物馆新浪“洛阳博物馆1958”
并收看在线直播。

时间：6月9日上午9:00

直播地点：二里头遗址与洛阳博物馆

收看途径：洛阳博物馆新浪“洛阳博物馆1958”



云集图书馆是一家集书店、生活美学、饮品甜点、文化交流
为一体的复合空间，安静的环境中藏着大量书籍并拥有书友
群体。洛阳博物馆宣讲团将外派高级讲解员走进云集图书馆以
“文化遗产守护者”的身份进行文物精品的宣讲。

文化遗产活动策划篇三

xx年6月13日为文化遗产日，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展开
以“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为主题的宣传活动。住建部、文化
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中央各部门和市政协等最近一直
在关注和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宣传活动以传统村落
的保护利用为重点。

保护遗产 留住乡愁

三、活动地点

主会场设在房山区水峪村（新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村）。

四、组织机构

协办单位：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

各区县文化委员会

各世界文化遗产地

协办媒体：中国文物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

五、活动规模

主会场约100人

六、主会场活动思路



拟邀请国家文物局、市政府、市政协文史委、市委宣传部等
领导出席，邀请市属相关委办局及区县文化委员会、传统村
落负责人（届时请市农委代为通知）、房山区有关领导和部门
（届时请房山区文化委员会代为通知）、新闻媒体。活动主
要内容为：

1、水峪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女子中幡”展示

2、展示北京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成果

3、启动北京市传统村落公益摄影大赛

4、展示传统村落书画家作品和水峪村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感人
故事

5、北京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启动（宣布领导小组专家组
成立，宣布水峪村修缮工程开工）

（活动后，交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经验，组织与会人员和各
郊区县实地考察交流水峪村保护利用情况）

七、其他宣传

1、联合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组织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活动
主要内容为专题讲座、文物鉴定等。

2、组织全市各区县文委和有关文博单位加大宣传力度，积极
张贴、悬挂相关宣传旗帜、标语、海报等，免费发放宣传材
料，举办专题展览、讲座等宣传咨询活动，鼓励社会各界了
解文化遗产、关心文化遗产。

3、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进行宣传，联合中国文物报等开设
遗产日宣传专栏，联合xx日报、xx晚报设立宣传专版。



文化遗产活动策划篇四

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展示活动，普及文化遗产
保护知识，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营造全民共同参与保护
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建设中华
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
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今年文化遗产日活动的'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科学
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主题是：“弘扬民族艺
术，延续中华文脉”。

20xx年6月9日至6月20日

（一）召开市文博考古学会年会和全市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30年老同志座谈会。

时间：6月9日-10日

地点：市会议中心会议室、市阳光大厦五楼会议室

内容：开展学术研讨和学会换届会员会议，颁发荣誉证书，
回顾总结座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举办焦作市庆祝第10个全国“文化遗产日”暨全市博
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仪式。

时间：6月13日上午8：30

地点：东方红广场中心舞台

内容：拟请市领导颁发第二批国家级、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匾牌和第二批国家级、第一批省级、第一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奖牌及证书。仪式前组织



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各县市区主管领导，文化局
局长、分管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副局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等参加仪式。在东方红广场西侧举行焦
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展（现场发放宣传单、咨询）。

（三）举办第十个全国“文化遗产日”文物陈列及图片展览。

时间：6月13日至13日（9：00—17：00）

地点：市博物馆及各县市开放博物馆、纪念馆

内容：组织观众参观“配合基本建设出土文物精品展”；发
放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品；开展文物鉴定项目服务活
动，由市博物馆负责组织文物专家免费对文物进行鉴定，增
强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四）召开庆祝全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暨表彰xx年度焦
作市区优秀业余文物保护小组、优秀业余文物保护员大会。

时间：6月13日上午9：30—12：00

地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老君庙戏楼

（五）召开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现场会。

时间：6月13日上午10：00

地点：武陟县大封镇驾部村

内容：总结前段时间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安排部
署下一阶段工作，武陟县和驾部村做典型发言。与会人员观
看驾部村文艺演出。各县（市）区文化局主管副局长、文化
馆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参加。



（六）全市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有条件开放的文化遗
产景区优惠或免费开放。

时间：6月13日至13日

内容：焦作市博物馆《文物精品展》及石刻艺术展、沁阳市
博物馆、朱载堉纪念馆免费开放；武陟县嘉应观、孟州市韩
园、博爱县月山寺、市区药王庙等将对社会优惠或免费开放。

（七）启动高新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工作。

（八）启动省保单位许衡墓、北朱村民居维修保护工作。

（九）会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省文物局、陕西省古迹遗
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重走焦作大运河段，考察勘察
编制规划。

（十）在《焦作日报》开辟文化遗产、“文物普查成果”
或“大运河申遗考古新发现”专栏，采取发表署名文章、答
记者问等一系列方式进行宣传。

（十一）出动宣传车进行巡回宣传。

五、宣传材料

印制彩色宣传册和宣传资料；制作宣传版面和宣传标语。

（一）各县市文化（文物）局、市直文博单位要切实加强对
本地区、本部门宣传活动的领导，结合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
念活动，认真制定本地区、本单位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方案，
并有效组织实施，确保各项宣传活动落到实处。

（二）各县市文化（文物）局、市直文博单位要充分利用电
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开展特色突出、形式新
颖的宣传活动。要加强宣传形式和手段的创新，不断增强文



化遗产宣传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和社会
各方面参与文化遗产日活动的积极性。各级文化、文物系统
干部职工要尽职尽责，以高涨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扎实开
展好各项活动。

（三）各县市文化（文物）局、市直文博单位要高度重
视“文化遗产日”期间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制定突发事件的
应急预案，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活动期间群众人身安全和文
物安全。

（四）各县市文化（文物）局要对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并在
活动结束后一周内将活动情况分别上报市文物局和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文化遗产活动策划篇五

一、精心组织。为了搞好20__年中国文化遗产日活动，我市
根据国家、省文物局的安排部署，_月下旬就下发了文件，各
县市和局属各单位都提前制定了宣传方案。市文物局和解州
关帝庙文管所围绕“关圣文化建筑群申遗”这一重大工作，
制定了详实的文化遗产日活动方案：一是在运城市区的所
有led大屏幕上播放文化遗产日宣传标语和画面，大造节日声
势；二是利用短信平台，发出了5万条宣传短信；三是搞好主
会场活动。遗产日当天解州、常平两庙门票人均10元，主活
动设在解州关帝庙内，除了活动开幕式、宣挂横标、支
持“关圣文化建筑群”申遗万人大签名、散发宣传资料外，
还专门邀请稷山县安福艺校的小演员们表演了曾在中央电视
台春节晚会上大放异彩的高台花鼓、唢呐绝活、二胡连奏等
非物质文化技艺。四是开展报纸专版宣传。为了烘托节日气
氛，我市先后在_月12日的《黄河晨报》和_月14日的《运城
日报》各开辟了一个专版，专门介绍我市目前正在实施的关
圣文化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河东盐池文物复修工程、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运城博物馆基本陈列等四大文
物工程的进展，特别是文化遗产日主题、13个县市区和3个直



属单位的节日当天活动以及我市的文物资源基本情况等都做
了详实的发布，收到了显著的宣传效果。在精心制定活动方
案的前提下，各县市区和直属单位认真组织宣传活动，各级
媒体同步跟进，在全市兴起了文化遗产日的热潮。

二、形式多样。我市的文化遗产日活动既注重传统方式，又
结合实际创新形式。一是闻喜、绛县、新绛、稷山等县的文
物景点全部实行免费开放，解州关帝庙、永乐宫、永济等实
行门票优惠开放。河东、盐湖区博物馆则常年免费开放。二
是大多数县市区采用了悬挂横标、设立咨询台、发放资料传
单、摆放版面、举办陈列展览、电视专题宣传等传统形式。
芮城由县政府领导发表电视讲话，河津市发布《文化遗产保
护倡议书》，盐湖区和芮城县举办学术报告会，平陆县“文
化遗产进学校”等活动，也有一定的特色。三是关帝庙通
过led大屏幕和短信平台，永济市租用led巡回车，永乐宫借
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形式宣传，投资小、效果好。四是新
绛县开放考古和古建维修工地，绛县、万荣县、临猗县组织
县领导、社会名人、两委委员参观文物工程，特别是垣曲县
的石刻拓片体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都忠实地践行
了“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主题，使广大市民们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带给我们的发展变化和实惠。

三、突出宣传。文化遗产日活动说到底就是造势，目的就是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心支持文化遗产、
人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环境。所以对于文化遗产日活
动的宣传工作至关重要，我市十分重视这一环节。在文化遗
产日活动开始前、活动中和活动后，《运城日报》、运城电
视台、《黄河晨报》、各县市区电视台和县级报刊等都进行
了大幅报道，尤其是《运城日报》和《黄河晨报》的专版起
到了聚焦、放大和辐射作用，使文化遗产日的人气急剧升高，
而一些关系到市民生活的文物工程参观、石刻拓片体验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在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今后顺
利开展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遗产活动策划篇六

在接到市局转发甘肃省文物局《关于组织开展20__年中国文
化遗产日活动的通知》以后，我局高度重视，及时召开班子
会议和职工大会，认真学习领会《通知》精神，结合工作实
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扎实安排，广泛动员，分工
负责，狠抓落实，确保了第九个文化遗产日宣传教育活动的
广泛深入开展。

二、紧扣主题，精心策划，开展内容丰富多彩的一系列宣传
活动

1、开展文化遗产进学校的宣传活动。我局根据我县的文化遗
产和文物资源分布状况，制作了文化遗产图片展板，从_月14
日开始，在县城中小学校园内进行展示，并组织讲解人员向
中小学生讲解瓜州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

2、在__电视台综合频道及渊泉广场大屏幕播放瓜州古道、锁
阳城遗址申遗等一系列文化遗产宣传专题片。

3、在__电视台播放文化遗产日宣传主题及宣传口号，在瓜州
文物局门口悬挂文化遗产日宣传标语——“用心灵感悟文化
以行动保护遗产”。

4、结合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在红军纪念塔展出以“红西路军
在安西征战史”等为主要内容的大幅宣传版面，组织中小学
生进行参观，宣传瓜州红色文化遗产。

5、印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甘肃省文物管理
条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宣传资料500余份，
通过全县各文物保护小组，业余文物保护员，在全县各乡镇、
村分发进行宣传，进一步增强公民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意
识。



三、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收益良好

我局通过开展的“文化遗产日”系列宣传活动，对我县文化
遗产保护的成果及法律、法规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彰显了文
化遗产的社会作用与功能，增进了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
认识和了解，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营造了全
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取得了文化遗产日
活动预期的宣传效果。

文化遗产活动策划篇七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著名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革命作家，社会活动家，浙江桐乡
人。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投
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他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子夜》
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成为革命现实主义
的奠基之作。他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他除发表大量
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外，并经常向
国内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命的方法，
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不随波逐流的倔强学生

茅盾的父亲沈永锡是个清末秀才，他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
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
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着作。母亲
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茅盾10岁
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
识。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8岁入
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
生。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
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闲书”，
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家长的允许。《西
游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都是他那时爱读
的书。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他当时便流露出
了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植材高级小学教的课程除了国文、算术外，还有英文、物理、
化学、音乐、图画和体操，这些课程都使他感到很新鲜。上
化学课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张济川老师在教室里做各种有
趣的化学实验，使茅盾和他的同学们大开眼界。科学的种子
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田里孕育了，他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

一天国文课上，中过秀才的周先生教《孟子》，错把“弃甲
曳兵而走”一句解释成“战败的兵丁急于逃命，扔掉盔甲，
肩背相磨，仓皇逃走”。他忽然站起来问道：“先生，”他
指着《孟子》，“书上注释‘兵’是‘兵器’，不是‘兵
丁’。”

他这么一说，同学们也恍然大悟，应声附和。“是‘兵丁’，
不是‘兵器’!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我是中过秀才的。”老
先生硬着头皮坚持自己的讲法。

茅盾见这位老先生硬是不认错，下了课就去问校长。徐晴梅
校长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听后想了一想，对茅盾说：“可
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书的解释吧？”茅盾心想：校长大概
觉得不能让周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才会这样说的吧！

小小年纪的茅盾，总是觉得坚持正确的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