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保护传统村落演讲稿三分钟 XX村
传统村落保护实施方案(优质5篇)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
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
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
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
演讲稿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

保护传统村落演讲稿三分钟篇一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xxxxx、xxxx届xxx全会和党的xxxxx精神和
省委、省政府转型跨越要求，以乡村振兴战略、以生态休闲
旅游为指导，立足于弘扬保护我村遗产文化，推动我村先进
文化建设，立足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
立足于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以保护文化遗产、改善基础
设施和公共环境为重点，加大投入，强化管理，使我村传统
村落的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历史环境和传统风貌得
到有效保护，居民群众的居住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提高，为全
村悠久文化的传承、地域文化特色的延续提供保障。

二、基本原则

按照***讲的“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美丽乡村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要明确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保护的目的
是为了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保护的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记得
住乡愁。需要把握乡村的特色、特点、特征，组织文化、历



史、文物、生态和建筑规划、设计创意等多方面专家，开展
系统全面的规划设计。要以改革的思维，转变 当前隐藏内容
免费查看落后的规划思维，制定科学的乡村规划设计制度，
乡村设计同样要多规合一。要挖掘、放大每个乡村的特色，
尽可能让这些乡村都有独特的文化与记忆，有独特的产品与
产业，有独特的景观与面貌。坚持做到“一村一社一设计”。

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不是矛盾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相
得益彰、共臻繁荣。要强调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产业发展的
高效衔接，要做到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保护文化遗产、传
统风貌、特色环境、生态特征为核心，把乡村产业发展的着
眼点落在生态服务型经济来发展。按照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业、
养生养老业和农产品生加工产业，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围绕
旅游产业链，构建全域旅游模式，保护传统村落风貌，要做
到村域环境不能变，民居外观不能变，民居内部品质要提升的
“吃外住内”的民居建设模式，为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
生态养生养老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使农民通过传统村落保护
获得实实在在的财产性收入。

下大力气，从快、从好、从精，按照科学的村域规划为村民
规范化、精准化的建设修缮民居。以保护村落文化和生态环
境为基础，以有益于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为目的。通过传统
村落的保护，促进村域经济发展。让村民切实的感受到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政府要强化村两委班子的建设，
选好带头人，用“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好
干部。并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做到“支持有力，营
造环境，依法行政，强化监管”。

4.在完善基础设施和环境整治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传统
村落保护机制，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统筹做好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新农村建设等工作，增强传统村落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生机与活力，促进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保护与
永续利用。



三、总体目标

通过近几年时间，着力提高全村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改善，确
保传统村落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火灾隐患和险情普遍得以
控制，村落环境逐步改善，历史风貌得到保护和延续，文化
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

四、主要任务

根据传统村落的现状情况、保护的指导思想及总体目标，重
点完成传统村落建筑保护利用、防灾安全保障、历史环境要
素修复、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等任务。

按照保护类建筑、保留类建筑、重建类建筑三种类型对历史
建筑和传统院落进行室内改造和外立面修缮。

配置消防栓、灭火器，建设消防水池，提高街区、村庄的消
防应急能力，保障历史建筑的安全。防灾避险设施建设。

3.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对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围墙、石阶、树
木、山体、水系等要素进行修复。

在保护道路的历史格局和空间尺度基础上，采用传统的路面
材料及铺砌方式进行整修。给排水管道建设。对村内的供排
水管道进行改造，保护村民日常用水需求，配套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减少对自然水体的污染。电力电信线路维护。对年
久老化的电力电信线路进行维护改造，减少火灾隐患，尽量
采用隐蔽式埋设。同时，架设路灯。垃圾污水的收集处理。
建设适宜的污水处理设施，设置垃圾箱、转运站，其设施外
观，色彩要与历史建筑风貌相协调。公共厕所建设。在主要
街道、人流集中场所设置公共厕所，并建设相应的化粪池，
做到无害化处理。环境绿化美化。在街道、河流以及其它开
放空间，包括周围植树绿化，美化全村、村庄环境。重要节



点空间整治。对全村、村庄的出入口，标志性建筑物周围民，
驳岸、戏台等公共空间进行景观环境整治。

五、xxxx村基本概况

1.地理位置

xxxxxxxxx位于xxx城城南，距县城4公里，当地气候干旱，年
平均降雨量300毫米，平均气温6℃，无霜期140天，平均海
拔2107米，属典型的高寒阴湿地区。xxxx村下属9个村社，村
落东西狭长，引洮工程的洮河之水将濯濯而来贯穿我村南北
两地；西临兴隆山脉，北与神话气息的凤凰山相接，相邻栖
云之山以自然风光为主，夏日奇花异草满谷清香，山泉小溪
潺潺流淌，秀峰峻岭青山滴翠，另有兴源寺、瞭望台可供游
人上香、观景。

项目实施地理位置在xxxxxxxxx。xxxxxx地处xxxxx东南面，土
地总面积4.76平方公里，实际耕地面积4320亩。辖xxx个村民
小组（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现有人
口498户，1950人。xxxx设xxx个党支部，xxx个党小组，现有党
员60名。全村到xxxx年底未脱贫户xxx户。

2.自然资源

xxx村西临马衔山脉，北依神话气息浓郁的凤凰岭，与兴隆同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牙邻。从小范围看，浪街村被素有小三峡
之称的xxx、xxxx、xxx（均位于xxx兴隆山核心东侧）自西、南、
东西环绕、又有村庄凤凰岭在北相守，因此，村庄从小三峡
高山灌木林、高山草甸、山地农田凰岭梯田，再到村庄平坦
谷地，自然景观层次丰富、、峰峦叠翠、起伏变化，有很高
的旅游吸引力。xxxx水资源分别来自徐家峡和龛谷峡，经省部
级有关部门鉴定，徐家峡和龛谷峡的山水清澈无污染，饮用。



xxx自然村落主要分布在xxx盆地边缘地带，村庄东西长约4.6
公里、南北宽约2.3公里，海拔在1906—2220米之间。气候类
型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内光照资源充足，年日
照时数约为2665.9小时，气温偏低，平均气温6℃，年平均降
雨量400mm，无霜期120天。地形塬面由西向东逐渐降低，由
北向南逐渐降低。xxxx凤凰岭系马衔山余脉，山势呈西南东北
走向，地势西高东低，最高处海拔2096米。

3.历史文化

早在距今4000年前，先民们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
息。xxxxx年在xxx紫家营社出土了大批马家窑文化早期半山类
型和齐家文化彩陶文物。xxx所处有一龛谷峡，在唐宋时期是
重要的军事边关要塞，宋神宗元丰4年在此设立龛谷寨，抬头
可见的马衔山脉是当时大宋与西夏的边境线，当年的xxx正处
在两宋保家卫国抵御外族入侵的最前沿。在唐宋年间，浪街
有一大户人家，人称浪员外，在此地开街立市，并在灾荒之
年开仓施粥赈灾，人们感其恩义，将此地称为“浪
街”。1955年建的村落民宅一座。

4.产业项目

xxxxx村两委带领本村致富人和在外经商人员赴陕西袁家村、
马嵬驿等多地实地学习考察，回来后召集联络本村致富带头
人和在外经商人员共xx人，筹措资金xxxx万元，商议成立
了xxxxxxxxxxxxxx公司。着力打造“老家浪街”乡村旅游项
目，正在致力于走出一条振兴乡村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的
脱贫致富路子。

六、组织实施

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制度、加强与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协调。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公众保护传统村落的



认识。

传统村落所在地人民政府应抓紧编制保护发展规划，传统村
落保护范围内的一切建设活动，必须符合保护发展规划的要
求。

3.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责任主体是所在村村民委员会。

保护项目实施要严格遵循有关建设程序，条例有关要求，落
实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确保工程质
量和项目按期完成。

5.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保护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检查，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配套资金要
足额定时到位，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

保护传统村落演讲稿三分钟篇二

包括工商、交通等6部门相关行政处罚权

《办法》对集中行使城管执法事项的条件也进行了规定，要
求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多头执
法扰民问题突出，执法频率高、专业技术要求适宜。符合要
求条件的，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如何协调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办法》对此表明，城
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集中行使原由其他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
权的，应当与其他部门明确职责权限和工作机制。

焦点2 执法行为

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应当持证上岗

长期以来，公众关于城管执法行为手段的争议频出。对此，



《办法》规定，城管执法人员开展执法活动，可以以勘验、
拍照、录音、摄像等方式进行现场取证，在现场设置警示标
志，询问案件当事人、证人等，查阅、调取、复制有关文件
资料等。同时要求城管执法人员应当持证上岗，主管部门应
当运用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等技术，实现执法活动全过程
记录。

另外，应当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
也应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后果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
罚，对违法行为轻微的，可以采取教育、劝诫、疏导等方式
予以纠正。

《办法》对城市管理执法主管部门也提出了约束，对查封、
扣押的物品，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截留、损毁或者擅
自处置，查封、扣押的物品属非法物品的，移送有关部门处
理。

保护传统村落演讲稿三分钟篇三

为加强我县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进一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根据住建部等四部局《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
导意见》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立足于继承和弘扬我县优秀
传统文化，推动我县先进文化建设，立足于改善城乡居民生
活环境，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以保护文化遗产、改善基础设
施和公共环境为重点，力争通过3至5年时间，使我县传统村
落的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历史环境和传统建筑风貌
得到有效保护，居民群众的居住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提高，为
全县悠久文化的传承、地域文化特色的延续提供保障。

(一)统一规划，分级负责。统一制定全县传统村落保护整体
实施方案。



(二)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重点做好受到破坏、基础设施问
题突出、存在安全隐患的保护项目建设。按照规划安排，分
年度逐步实施。

(三)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有关乡镇和部门要做好协调工作，
在建设实施过程中，依据保护规划，制定资金详细使用方案，
明确规划项目建设的具体内容、技术方法，切实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按时完成保护工作任务。

(四)协调发展，持续保护。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加强环境整治
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传统村落保护机制，处理好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统筹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面貌改造提升等
工作，增强传统村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机与活力，促进
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开发利用。

(五)科学指导，加强管理。进一步加强对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的指导和监督，整体推进全县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
充实各级管理队伍和技术人员，并与落实经费、完善装备、
加强管理等工作同步推进，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倡导公众
参与，着力推进保护。

进一步加大保护工程的实施力度，着力改善我县传统村落人
居环境，确保传统村落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火灾隐患和险
情普遍得以控制，历史风貌得到保护和延续，文化遗产得到
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培育出一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完好、
特色产业发展成熟、人居环境良好的传统村落。

(一)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示范。在主要历史建筑、传统院落的
出入口，尽量选择当地材料，悬挂保护标识，实行挂牌保护。
按照保护类建筑、保留类建筑、重建类建筑三种类型对历史
建筑和传统院落进行室内改造和外立面修缮。

(二)防灾安全保障。配置消防栓、灭火器，建设消防水池，
提高传统村落的消防应急能力，保障历史建筑的安全。



(三)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对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围墙、石阶、
树木、山体、水系等要素进行修复。

(四)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

1.道路改造。在保护道路的历史格局和空间尺度基础上，采
用传统的路面材料及铺砌方式进行整修。

2.给排水管道建设。对村内的给排水管道进行改造，保障村
民日常用水需求，配套污水处理设施，减少对自然水体的污
染。

3.电力电信线路维护。结合农村电网改造，对年久老化的电
力电信线路进行维护改造，减少火灾隐患，尽量采用隐蔽式
埋设。

4.垃圾污水的收集处理。建设适宜的污水处理设施，设置垃
圾箱、转运站，其设施外观、色彩要与历史建筑风貌相协调。

5.公共厕所建设。在主要街道、人流集中场所设置公共厕所,
并建设相应的化粪池，做到无害化处理。

6.环境绿化美化。在街道、河流以及其它开放空间，要植树
绿化，美化街道、村庄。

(五)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与陈列展
示，主要包括：必要的看护用房或保护展示棚、监控设施、
消防设施、核心保护范围内重要部位的土地平整、排水供电
系统、防洪工程、必要的护栏、界碑或界桩等。对于可移动
文物，要建设标本库房和保护展示用房，并配备必要安防、
技防及环境控制设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主要包括：针对民间美术、传
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等适合开展生产性保护的项
目,结合当地相关的企业或个体生产者，根据项目具体需求，
建设生产制作展示、传习培训等准公益性场所。针对植根乡
村的节庆活动、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合乡村文化
大院、乡村公共文化场地等，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表演
场所。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县政府成立传统村落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乡镇也要成立组织领导机构，统一协
调督导，并明确相关责任和分工。

指导项目实施、质量监督及验收;

制定专业消防保护规划，在传统村落村庄建立完善消防安全
责任体系等工作。

县文物局：负责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作，做好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的修缮;

提供文物保护单位保存情况等相关资料;

确定历史建筑和优秀近现代建筑的提名并交领导小组审定;

协助有关乡镇完成历史建筑和近现代建筑的认定、公布、档
案建立和保护标志的设立。

负责传统村落项目资金评审，配合相关单位监督传统村落项
目招投标工作;

负责政府采购和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及时拨付传统村落保
护工程专项资金。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多渠道筹措用地指标，为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提供用地服务和保障。

xx生态环境局：与水利局、各乡镇、有关部门共同做好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协调配合县农业农村局做好畜禽养殖污
染源治理等环境保护工作。

县文广体旅局：积极制定相关政策，通过创建国家级传统村
落建设，加速景点开发，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将具备条件的传统村落纳入旅游线路，并做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县消防救援大队：加大对传统村落消防的资金投入，加强消
防安全教育和消防安全管理，指导传统村落村组建专职消防
队伍，做好培训义务消防队伍工作，提高传统村落抗御火灾
的能力。

根据本方案要求，完成国家级传统村落xx镇xx村、xxx乡xx
村、xx镇xx村、xx镇xx村、xx镇xx村等x个村庄的保护工作。

(二)严格落实规划，确保科学保护。保护发展规划是传统村
落保护的重要依据。传统村落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编制设计文件、项目工程量清单、施工图预算。
按照规划设计方案，编制传统村落修缮项目及修缮项目资金
安排表，由县财政局组织评审核准并及时向有关单位备案。
同时，在村委会、项目建设现场进行公示。

(三)严格建设管理，强化监督检查。传统村落所在村庄是传
统村落保护项目的直接责任单位，传统村落保护项目要遵循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禁有损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传统
风貌的建设行为。保护项目实施要严格遵循基本建设程序等
有关要求，落实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
确保工程质量和项目按期完成。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
保护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严禁挤占挪用。



要充分征求群众意见，争取群众认同支持，主动配合保护工
程实施;

要结合旅游发展规划开展工作，实现文物保护和旅游的有机
结合;

要积聚社会各方力量做好保护工作。

保护传统村落演讲稿三分钟篇四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给予我们每一位
炎黄子孙的宝贵财富，不要等它湮没在时代的潮流中才追悔
莫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关于保护传统节日的演讲稿，
欢迎借鉴参考。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内容是《了解传统节日，热爱中华文
化》。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博的国家，广袤的地界不仅给我们带来了
不一样的自然景色，也为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人文风光。有
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国就连传统的习俗都是如此丰富多彩。

对于冬至，苏州一直延续古时候的传统，"冬至大过年"这一
说法在苏州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冬至这一天，苏州人就
会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斟上冬酿酒，煮上馄饨，有说有笑
的过一个温暖的冬至，在冬至夜饭的餐桌上一定不会少了卤
菜，俗语有云：有得吃，吃一夜;呒不吃，冻一夜。即富裕之
家要吃一夜，贫困之家只能干坐着冻也要冻一夜。人们不甘
心冻一夜，想吃一夜，所以就喝酒、买卤菜吃。

这可以说是南方人的冬至夜，那么北方人的冬至就没那么隆



重了，北方人并不过冬至夜，而是过冬至，在那一天北方人
会吃一碗饺子，因为饺子的形状类似耳朵，吃了饺子，耳朵
就不会被冻掉了。

说完了刚过去不久的冬至，再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春节吧。
对于春节，南方和北方的差别也很大。

春节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在春节时，
家家户户都会对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意味着"辞旧迎新"，
南方人喜欢在门上贴上"福"字和春联，北方人除了春联外，
还会在窗户上贴上剪纸窗花。到了除夕，大家围坐一起吃一
顿团圆饭，长辈会给家里的小辈一份压岁钱，听着窗外的鞭
炮声，看着春节联欢晚会，雪白的冬天也染上了喜庆的红色。

南北方的除夕较为不同的是对于小年的理解，南方人通常称
除夕的前一天为"小年夜"，而北方则是将腊月二十三日成为"
小年"，在这一天需要"祭灶"，北方人会煮好麻薯，供奉给灶
王爷，因为在这一天灶王爷会上天向玉帝禀报人间的事情，
为了让灶王爷不要胡说，能够说些好听的话，人们就用又甜
又黏糊的麻薯糊住了灶王爷的嘴。

我们国家还有许多有趣的传统文化，如"上元节"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元宵节，"乞巧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夕节等，都有
着耐人寻味的历史，同学们不妨凭着兴趣去探寻一下吧。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
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
淀凝聚的过程，下面列举的这些节日，无一不是从远古发展
过来的，从这些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里，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精彩画面。



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完善，慢慢
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它和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人类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古代的这些节日，大多和天文、
历法、数学，以及后来划分出的节气有关，这从文献上至少
可以追溯到《夏小正》、《尚书》，到战国时期，一年中划
分的二十四个节气，已基本齐备，后来的传统节日，全都和
这些节气密切相关。

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题条件，大部分节日在先秦时期，
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有
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迷信
禁忌有关;神话传奇故事为节日凭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还有宗
教对节日的冲击与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渗入
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
有了深沉的历史感。

到汉代，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都已经定型，人们常说这些节
日起源于汉代，汉代是中国统一后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
经济稳定，科学文化有了很大发展，这对节日的最后形成提
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节日发展到唐代，已经从原始祭拜、禁忌神秘的气氛中解放
出来，转为娱乐礼仪型，成为真正的佳节良辰。从此，节日
变得欢快喜庆，丰富多采，许多体育、享乐的活动内容出现，
并很快成为一种时尚流行开来，这些风俗一直延续发展，经
久不衰。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的文人雅士、诗
人墨客，为一个个节日谱写了许多千古名篇，这些诗文脍炙
人口，被广为传颂，使我国的传统节日渗透出深厚的文化底
蕴，精彩浪漫，大俗中透着大雅，雅俗共赏。

中国的节日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一到过节，举
国同庆，这与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是一



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端午节，现在的已经作为我国法定假期了，这充分证明我们
要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的重视度增强了许多。

大家都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

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舟下水喜洋
洋。这些，都是曾经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然而，随着时
代的变迁，社会节奏的加快，外来文化的大举入侵，中国人
不再眷顾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将目光转向
了“圣诞节”“愚人节”这样的节日，面对这种现状，我们
不得不感到悲哀，发出“端午节是否不再姓“中”这样的疑
问。

当我们还沉浸在西洋节日的欢声笑语中时，据可靠消息
说“亚洲某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
文化遗产，目前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

无庸讳言，这些年来，我国的传统节日，似乎总离不开吃。
端午节吃粽子，清明节吃青团，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
饼，春节更不在话下——大鱼大肉让你吃到不想吃。农耕社
会对饥饿的恐惧，形成了我国传统节日最鲜明的风俗——吃。
如今，满足了温饱需求的人们正在奔向全面小康，什么时候
都有的吃，想吃多少都可以，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一下子失去
了特有的魅力。

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守着“聚宝盆”却不善于保护和
挖掘。比如文字，当代青年有几个熟识并能运用繁体字?连文
字都不认识又如何了解古代文化?再比如造纸，我国造纸工业
化生产的结果是传统手工业的流失，许多高质量的宣纸要到



日本或韩国才能买到，他们不但继承了我们的传统造纸技术，
还有新的发展。就拿端午节来说，它已融入各个临近国家的
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力——在新加坡，每年端午节举
行的国际龙舟邀请赛闻名于世;在韩国，端午节被称为车轮节，
是插秧结束后祈求丰年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
着眼于创新，却往往容易忽视对传统的坚持，文化的缺失必
然导致精神断层甚至扭曲，而精神文明的再次断层又将带来
什么?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面临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保护与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显然
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现时的洋节兴盛与传统节日衰
弱间的反差，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其实，不光是传统节日，整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
如今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
手段，积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
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
心，必须高度重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中华文明
需要我们共同传承。同学们，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
日，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彻底底的红火起来吧。

保护传统村落演讲稿三分钟篇五

上下五千年，中国一路风尘仆仆走来，脚下踏的是深厚的文
化底蕴。但在今日，一提及中国传统礼仪，大多数人并没有
什么清晰概念，甚至则一位这种传统礼仪人化是过时的东西。
所以，中国礼仪文化正在遭受着史无前例的以往与不屑。

然而，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处理人际
关系的实践结晶，是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的准则。



杨时与他的学友游酢为求的正确答案一齐去教师家请教。时
值隆冬，天寒地冻，来到程家时，适逢先生坐在路旁打坐养
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教师，就恭恭敬敬立在门外，等候先
生醒来，过来良久，程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
的杨时，只见她遍身披雪。脚下雪已有一尺多后了。此
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了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礼仪是律己，进人是一种规范，是表现了对他人的尊重。古
人云“不学礼，无以立”礼貌礼仪不仅仅是个人素质、教养
的体现，也是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

东汉黄香仅仅九岁，就懂得尊老爱幼，孝顺父母。在冬天严
寒之时，就用自我的身体将父母的被子温暖后，再请父母安
寝;在夏日炎热之际，则用扇子给父母扇凉驱蚊，以侍奉父母
安寝。黄香温席是在中国传统孝之礼仪，孝顺父母，从小事
做起。

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伦理道德遭到不一样
程度的破坏。如今的人们已经有了较之过去更为雄厚的经济
基础来孝敬老人，心已经没了，孝敬父母不是有心无力，而
是有力无心。

唐朝贞观年间，西城回纶国是大唐的藩国，一次，回纶国为
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派使者带一批珍宝见唐王，其中最珍
贵的是白天鹅。途中，白天鹅不谨飞走，使者只拔下几根鹅
毛，却没能抓住白天鹅，使者在担心害怕之余吧鹅毛献给了
唐太宗，唐代宗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忠诚老实，不辱
使命，从此，“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故事干为流传
开来。

中国传统礼仪，应是体现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传录它能够
使我们的礼仪化发扬光大。

传统礼仪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塞，中



国只能被称为是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中国传
统礼仪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国人和海外人引来容耀和自
豪，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凝聚力，没有它，国人将迷失自我;
没有它，中国便只剩下一个空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