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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10月10日

征集作品主题及类别：
以“寻陇上非遗”为主题，通过个人才艺

展示（绘画、写作、手工、摄影），来展现自己眼
中的最美非遗项目，所选非遗项目以突出甘肃
本土元素为主。

1.“我来画非遗”，创作形式为：儿童画、线
描画、国画、水彩水粉画、素描、速写、版画、漫
画、连环画、宣传画等形式均可。规格大小 4
开纸张，在作品背面贴上标签，标注：作者姓
名、作品名称、联系电话、所在学校、年级。线
上投稿时，将作品拍照上传即可，优秀作品可
参加线下非遗作品成果展。

2.“我来写非遗”，由参与本次活动作者将
作文以电子版形式发至投稿邮箱，并注明作者
姓名、联系电话、所在学校、年级。

3.“我来做非遗”，创作形式为手工美术作
品，在作品底部贴上标签，标注：作者姓名、作品
名称、联系电话、所在学校、年级。线上投稿时，
将作品拍照上传，并附百字以内作品的创作设
计文字说明，优秀作品可参加线下非遗作品成
果展。

4.“我来拍非遗”，创作形式为摄影作品，
选取某一种非遗项目进行拍摄，构图可以是制
作场景也可以是成品展示，在作品背面贴上标
签，标注：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联系电话、所在
学校、年级。线上投稿时，将作品拍照上传，并
附百字以内作品的创作设计文字说明，优秀作
品有机会参加线下非遗作品成果展。

投稿方式：
线 上 征 集 ，投 稿 邮 箱 为 48041905@qq.

com，投稿标题格式：寻陇上非遗+姓名+作品
类别，咨询电话0931-8158111。

寻陇上非遗 展少年风采
全省青少年写作绘画创意征集活动报名开始啦！为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
中的传播与推广，增强青
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与自豪感，在喜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之际，甘肃新媒体集团、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推出

“寻陇上非遗 展少年风
采”全省青少年非遗写作
绘画创意征集活动，即日
起开始报名。

保 护 非 遗 ，传 承 非
遗，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简
单复制，更是在于从厚重
的历史文化底蕴中汲取
营养，推陈出新，在传承
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动
力，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
豪感，唤起青少年对传统
文化的保护意识。

近年来，全省各地中
小学校积极实施非遗进
校园活动，并积极组织学
生参与创作、书写非遗作
品，此次征集活动也为非
遗进校园、学校非遗社团
特色活动提供更广阔的
展示舞台，我们将通过青
少年的视角展开一场行
走的思政教育，培养甘肃
小记者的文化素养和创
作写作能力，全面展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
涵和独特魅力，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营造传
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
氛围。

同学们，用你最擅长
的方式，在这里，展现心
中最美的那项非遗技艺！

“雕虫小技”这个成语，现在常用在
人们自谦擅长的一项技能，有微不足道
之意，但“雕虫小技”真的不值一提吗？
那可不一定，“雕虫小技”中雕的“虫”可
大有来头。

“雕虫小技”这一成语源于西汉文
学家扬雄的著作《法言》。在这个成语

中，“雕虫”指的是雕刻虫书，这是一种
古代的书写形式，属于篆书的一种变
体，形状像鸟或虫的样子，因此被称为
虫书或鸟虫书。这种书写形式主要用
于兵器、旗帜和符节等物品上，体现了
古代人们对文字艺术的追求和重视。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写

道：“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春秋战国
时已有此种文字，多用于兵器，汉朝瓦
当、印章中也有发现。虫书作为一种字
体，它的装饰意义更大于表意功能。“雕
虫小技”这个词渐渐被传播开来，特别
是到了唐朝，李白给韩朝宗写了一封推
荐自己的信《与韩荆州书》，使用了“恐

雕虫小技，不合大人”，更是将“雕虫小
技”发扬光大，一直流传到现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雕虫小技”逐渐
演变成比喻微不足道的技能或小技巧，
常用于自谦地表示自己的某项本领或
技能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夏苗

征集要求：
参与者年龄为6-18岁，个人投稿、集体投稿均可。
投稿作品应为原创，内容积极向上，可反映各中小学校“非遗进校园”“非遗社团”成果，展现形式

鼓励个性创新，风格不限。
活动展示：

作品征集期间，奔流新闻将开通活动专题，兰州晨报“奔流少年”专版，对投稿作品择优专题发布。
作品评选：

活动组委会经初选、中选，并邀请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甘肃省作家协会、甘肃省少工委办公
室、甘肃省摄影家协会、兰州市美术家协会的知名作家、美术家、摄影家，与奔流新闻资深记者共同参
与终选。

终选作品将有机会参与线下非遗优秀作品成果展，以绘画、手工、摄影作品为主，参与作品展的小
作者将有幸获得摄影家协会 、美术家协会专家现场指导。所有获奖选手均颁发获奖证书。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夏苗

雕虫小技到底雕的什么“虫”？

雕 虫 小 技

千里陇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印记无处不在。作为青少年一代，如何用独特视角
和多元表达，弘扬陇原文化，讲好非遗故事，为传统非遗技艺注入新的活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