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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遗产是祖辈生活生产智慧的结晶，是直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保护文
化遗产就是保存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记忆。青少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力量，第 28 届
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载明“文化遗产的未来掌握在青少
年⼿中”。青少年既有希望成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将成为未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政
策制定者与实施者，面向青少年开展相关教育活动，促进其增加文化遗产知识、掌握文化
遗产保护技能、强化文化遗产传承意识等尤为重要。

海峡两岸四地血脉同宗、文化相通，中华文化遗产及其历史渊源作为青少年成长教育
与文化研习的共同素材，对于不同地区间青少年对话交流、深化理解和民族认同等均具有
积极作用，也必将深化青少年对文化遗产的友好观念，确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意识，并
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自觉地肩负起守护文化遗产、弘扬华夏文明的历史责任。

2014 年以来，兰州大学、兰州文化行者文化交流中心携⼿海峡两岸 16 所高校先后
举办 8次“海峡两岸文化友好使者研习营”和“港澳与内地大学生文化遗产友好使者夏令
营”等活动，累计近 300 名大中学生访问丝绸之路沿线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景观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开展考察、学习、调研、创作、交流，重点通过参访历史古迹参访、体验民
俗风情、开发文化创意设计、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等活动形式，提升海峡两岸青少年对中华
多元、多彩文化遗产的友好情感与传承共识，在深化年轻一代文化传承责任感与历史使命
感，深入青年交流与建立友善情谊等方面都具有实际效果。

2019 年暑期，我们将继续举办“文化遗产友好使者研习营”，邀请台湾、香港、澳门
和内地（大陆）青少年营员共同走进丝绸之路（西北环线）和川陇民族廊道沿线重要自然
与文化遗产景观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基地、少数民族聚居区，通过考察学
习、创意表达、专案研修、志愿服务和青年联谊等活动再络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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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题

本年度研习营活动设定主题为「感知多彩西部 传承文化未来」，计划组织
台湾、香港、澳门与内地大学生走进中国西部典型自然与文化遗产景观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场所，通过参访体验、专题学习与案例研讨、⼿工创作与
宣传推广等形式，培养青年文化创造力与文化遗产友好传承使命感。

活动主题

2019 年 7 月 22 日（一）至 8月 8日（四），共 18天

营队安排

◎ 丝绸之路（西北环线）营队 ◎ 川陇民族廊道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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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西北环线）营队

丝绸之路（西北环线）营队将与两岸四地的青年营员共同走进河西走廊与青海沿线重要文
化遗产、典型自然地貌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参访考察、专案研修和志愿服务，
并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关注领域与青年人较为关注文化创意产业、深度游学、“文化
遗产+”结合起来，提升青年互动交流与文化感知的针对性。

活动路线

兰州市→敦煌市→嘉峪关市、酒泉市→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宁市、湟中县→乌
兰县（茶卡盐湖、青海湖）→西宁市→永登县（连城古镇）→兰州市

营队亮点

“东方卢浮宫”莫高窟、“万里长城的终点雄关”嘉峪关、藏传佛教六大寺院塔尔寺
一望无际的草原牧场、苍茫无垠的荒漠戈壁、鸣沙山“长河落日”、“天空之镜”茶卡盐湖、
“全球 25 个梦幻旅行地”张掖七彩丹霞、天境祁连、青海湖畔忘不掉的璀璨星空
数不尽的鲜美牛羊、回味无穷的青海老酸奶、万里飘香的戈壁瓜品和“河西酒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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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食宿安排

Day 1 （兰州大学）研习营报到与注册；领取材料，入住宾馆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兰州大学丹桂苑
晚餐
夜市小吃

Day 2  小组破冰活动、各参与学校代表介绍
 兰州城市行走：参访丝路文明展、体验传统⼿工艺、品味西北名小吃

Day 3
 启动仪式：嘉宾致辞、省港澳事务领导会见、合影留念
 专题讲座：丝绸之路历史起源与文化艺术
 青年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工作坊

Day 4
乘火车前往敦煌市（1350 公里/12 小时）

 走进敦煌市博物馆，开展“敦煌拾遗”博物馆趣味游活动
 参观世界地质公园鸣沙山月牙泉景观，欣赏大漠夕霞、月泉奇观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团餐
晚餐
团餐Day 5  参访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体验莫高窟数字影像陈列

 走进莫高窟世界遗产地志愿服务营，参与游客互动教育活动

Day 6

乘车前往嘉峪关市（450 公里/5.5 小时）
 沿途瓜州品瓜，随车举办世界遗产知识比赛
 参访新城魏晋壁画墓，举办壁画砖创意设计与推广活动
 嘉峪关城市行走：品尝大漠烤肉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团餐
晚餐
夜市小吃·卷子鸡Day 7  参访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嘉峪关关城，开展“酷跑世遗”游客互动活动

乘车前往张掖市（240 公里/3 小时），品味张掖小吃“卷子鸡”

Day 8
 参访西夏皇家寺院、最大室内卧佛张掖大佛寺
 参观“全球 25 个梦幻旅行地”、国家地质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地貌
乘车前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00 公里/2 小时）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团餐
晚餐
团餐Day 9

 肃南裕固族工作坊欢迎仪式
 走进裕固族博物馆，体验裕固族民族历史文化陈列与儿童教育
 裕固族传统⼿工艺文化创意设计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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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续） 食宿安排

Day 10

 与“花儿朵朵”儿童艺术团学唱裕固族民歌
 走访肃南政府部门、学校和公益组织，调研裕固族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
 拜访裕固族接待家庭，了解裕固族习俗与传统文化
 走进裕固族传统村寨，体验裕固族传统礼仪与服饰，品味民族帐篷餐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团餐
晚餐
帐篷餐·团餐Day 11  参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马蹄寺石窟，体验绝壁阶梯石窟寺群

 举办石窟艺术主题明信片设计活动

Day 12
乘车前往西宁市（300 公里/6 小时）

 沿途参访扁都口生态区及门源“万亩油菜花海”自然景观
 西宁城市行走：水井巷体验藏族风情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团餐
晚餐
团餐

Day 13

乘车前往海西州乌兰县（300 公里/4-5 小时）
 参观“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行走环青海湖西路
 举办“为丝路上色”主题摄影及创作活动
 夜宿青海湖畔黑马河，举办“星空民谣歌会”

Day 14
 晨观黑马河日出，参观世界重要湿地遗产青海湖
途径日月山返回西宁市（240 公里/3.5 小时），沿途观赏经幡牧场

 参观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

Day 15  乘车前往永登县连城古镇（150 公里/2.5 小时）
 跟随“社区小导游”参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土司衙门旧址 暂未定

Day 16
 参与“文化小巷”志愿服务，协助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主题辩论赛
乘车返回兰州市（150 公里/2.5 小时）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团餐
晚餐
自理·欢送晚宴Day 17  研习营结营仪式：分小组讨论及分享成果、颁奖

 举办 Happy Ending 欢送晚宴

Day 18 告别，江湖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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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陇民族廊道研习营

川陇民族廊道营队将与两岸四地的青年营员共同走进甘南与川西北沿线重要文化遗产、典
型自然地貌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参访考察、专案研修和志愿服务，并将文化遗
产、自然遗产等关注领域与青年人较为关注文化创意产业、深度游学、“文化遗产+”结
合起来，提升青年互动交流与文化感知的针对性。

活动路线

兰州市→永靖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碌曲县（郎木寺镇）→松潘
县（川主寺镇、黄龙）→茂县→汶川县→都江堰市→成都市

营队亮点

“中国石窟的百科全书”炳灵寺石窟、“东方麦加城”临夏州、“藏传佛教最高学府”拉卜
楞寺、“东方小瑞士”郎木寺、“世界水利文化鼻祖”都江堰、"神秘的东方古堡"茂县羌寨
“彩色童话世界”黄龙神秘美景、“海天相接”若尔盖花湖、“功夫胖达”栖息乐园

成都的“小酒馆”和香辣火锅、牧场帐篷里的醇甜奶茶和篝火、地道的回民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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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食宿安排

Day 1 （兰州大学）研习营报到与注册；领取材料，入住宾馆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兰州大学丹桂苑
晚餐
夜市小吃

Day 2  小组破冰活动、各参与学校代表介绍
 兰州城市行走：参访丝路文明展、体验传统⼿工艺、品味西北名小吃

Day 3
 启动仪式：嘉宾致辞、省港澳事务领导会见、合影留念
 专题讲座：川陇民族廊道文化多样性
 青年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工作坊

Day 4
乘火车前往永靖县（116 公里/2.5 小时）

 参观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体验刘家峡水库
 走进炳灵寺世界遗产地志愿服务营，参与青少年教育课堂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团餐
晚餐
团餐Day 5

乘车前往临夏回族自治州（60 公里/1 小时）
 参访临夏八坊十三巷文化景观，举办城市街拍活动
 调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花儿”民歌及传承艺人

Day 6
乘车前往夏河县（110 公里/2 小时）

 参访藏传佛教最高学府拉卜楞寺
 走进桑科草原体验藏族传统生活习俗，举办篝火晚会

住宿
青年旅舍
午餐·晚餐
团餐·帐篷餐

Day 7 乘车前往碌曲县郎木寺（185 公里/3 小时）
 参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多达仓郎木寺，观赏红石崖日落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团餐
晚餐
团餐

Day 8
 参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格尔底寺
 走访郎木寺小镇商铺和民宿，举办社区文化绘图活动
 小组分享会

Day 9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扎尕那志愿服务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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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续） 食宿安排

Day 10
 乘车前往松潘县川主寺镇（250 公里/4.5 小时）
 沿途参观“中国最美湿地”、国际重要湿地遗产若尔盖花湖
 川主寺小镇自由走访行程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团餐
晚餐
团餐

Day 11  参观世界自然遗产黄龙风景名胜区
 举行“自然馈赠的色彩”主题摄影作品比赛

Day 12
 经茂县乘车前往汶川县（240 公里/4-5 小时）
 参访中国羌族文化博物馆
 走进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中心，体验羌族传统⼿工艺

Day 13
 走进世界自然遗产地大熊猫栖息地“熊猫乐园”，与“功夫胖达”零距离
 举办“熊猫日记”主题小组街拍活动
乘车前往都江堰市（70 公里/1.5 小时）

Day 14
 参观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前山/后山景区），调研青城山世界遗产景区
居民可持续生计发展项目

 夜宿泰安古镇，品尝成都名小吃“伤心凉粉”

住宿
民宿客栈
午餐
团餐
晚餐
团餐Day 15

 参观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景区，举办“酷跑世遗”主题互动活动
乘车前往成都市（70 公里/1 小时）

 品味老成都小吃，走访体验宽窄巷子文化创意街区

Day 16  青年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志愿服务行动论坛
 第六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主题辩论会

住宿
宾馆标准双人间
午餐
自理
晚餐
团餐·欢送晚宴

Day 17  成都城市行走：青羊宫、武侯祠、合影金沙遗址、寻找成都老字号
 举办 Happy Ending 欢送晚宴、颁奖

Day 18 告别，江湖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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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员推荐与选拔

按照教育部港澳与内地高等学校教育交流“万人计划”的规定，本年度研习营的营员
选拨要则安排如下。请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合作高校协助选拔、推荐。

申请对象：台湾地区仅面向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不超过 30 周岁的全日
制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放申请；香港和澳门地区仅面向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不超过 30 周岁的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申请；大陆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台湾、香港
和澳门地区的留学生、交流学生等均无法申请。

要求申请者具有团队精神，尊重和遵守组织方的规定和纪律要求（如住宿按照地区随
机分配等），承诺全程参与所有活动和程序内容，不擅自离队或中途外出或自行活动，
活动期间按要求参与研修活动并完成作业，活动结束后按时提交心得材料。

优先建议：欢迎向人文社科类专业及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历史文化相关具有学习
兴趣和知识基础的申请者倾斜；特别欢迎向摄影摄像、美术及创意设计、音乐及乐器
表演等方面具有特长的申请者倾斜，将可能在研习营相关文化创意设计、青年联谊、
社区访问和联欢活动中展现学校和学生风采。

带队教师：欢迎各合作学校派出 1名带队教师前来参与活动，带队教师不占用本校学
生名额，带队教师可全程参与，亦可短期参加活动的部分环节。

请各合作高校协助在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4月 15 日期间面向本校开展选拔工作，并
于 4月 15 日前将确定推荐的名单以附件表格形式反馈给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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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9 年文化遗产友好使者研习营推荐营员汇总表

2019 年文化遗产友好使者研习营推荐营员汇总表

学校名称：

编号 营队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籍贯 证件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营队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籍贯 证件号码

带队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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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费用·奖学金

凡申请本年度研习营的同学应充分知晓活动涉及的费用并确认无异议，具体如下：

往返交通费：所有经录取的营员需自行承担所在地区往返兰州大学的交通费用及交通
工具附带的保险费用等。

注册费：所有经录取的营员需向工作组缴纳活动费人民币 1000 元，在到达兰州大学
注册入营时提交。需要特别提醒，由于工作组必须提前实名预定火车票、汽车票和部
分景区门票，一经录取的营员如在完成上述票务预定后因个人原因退出研习营，请协
助补缴注册费用或相关预定费用。

活动费：研习营期间包括交通、食宿、门票、活动、保险等活动费用全部由工作承担。
但不包括以下情形所产生的费用：（1）工作组安排餐食、住宿标准以外，个人要求提
高级别或擅自决定发生的费用。如私自加菜、加餐、加酒水饮料等，要求单人住宿或
提高房间级别、增加房间额外服务等发生的费用；（2）在工作组统一安排的景区或活
动考察外自行参加的景区娱乐设施、节目及其他景点或服务费用；自行采购旅游纪念
品或其他物品的费用；（3）自行决定的捐赠（送）行为发生的费用。（4）短期旅行
人身意外综合保险覆盖赔偿外的就医购药、陪护及由此发生的交通和其他服务费用。
（5）因个人原因临时退团者，工作组不退回活动费，并自退团当日起不再承担学员
在内地的所有活动补贴和费用。

工作组本年度仍将设置小额奖学金或奖励计划，表彰在研习营活动中表现突出或研修
成果优异的营员，并向双方学校报告优秀学员的获奖情况。



联系方式

文化遗产友好使者工作组

项目负责人：杨隆 副院长

项目联系人：李雷雷

⼿机号码：18794222867

办公电话：09318913704

微信号码：lill1234

电子邮箱：leilei@culkor.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