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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吕梁市委市政府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创建

机制，高起点规划，大力度投入，创新存活空间和传承载

体，让保护区建设的的“四梁八柱”更加稳固。

成立了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组、晋中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领导小组，建立了市非遗保护工作局

际联席会议制度和市非遗保护工作专家组，市县两级全

部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并专门设立了吕梁市晋中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管理中心，为全市非遗保护和实验区建

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吕梁市还特别注重制度

机制层面的顶层设计，制定出台了《吕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吕梁市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管理办法》等 4 个文件；在全省率先开展非遗保护

立法，于 2017年 9月颁布了《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条例》，并于当年 11月 1日起正式实施。在此引导推

动下，实验区内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和文水县也配套

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规划、实施意见和管理办法等，全市

非遗保护和实验区建设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轨

道。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吕梁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抢

救第一、活态传承、合理利用、科学规划、整体保护”的主

旨原则，将保护区创建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把“规划建设市、县非遗展示展览馆，县级非遗

综合传习中心和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列为全市“十三

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指导四县市高起点细化实验区规

划，分别编制了《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书》，四

县以规划为抓手，强化规划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把规划

的实施贯穿到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全过程、

各环节。

吕梁市、县两级政府积极作为，大力提供资金保障，

为创建提供了强力支撑，也为文化生态的保护奠定了基

础。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以来，全市已累计完

成投资 1.1 亿元，其中市县两级财政累计投入资金近

3000 万元，社会资金累计投入 8552.8 余万元。从 2018
年起，我市将非遗保护专项经费列入每年市级财政预

算，今年又将保护区专项经费增加至 200 万元，实验区

四县市也将配套经费纳入了本级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

并设置为独立的一级科目。

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吕梁不断探索创新、不断

学习借鉴，建立起了项目、传承人、基地、保护单位“四位

一体”传承保护载体，形成了“三五”传承保护工作模式，

即项目“五个一”：一个保护方案、一个基地、一批展示平

台、一批普及读物、一套档案资料；传承人“五个一”：一

份计划、一批学员、一项展示展演活动、一批创作成果、

一套实物及资料；基地“五个一”：一个专家指导组、一套

工作班子、一个传习场所、一定保护经费、一批保护成

果。“三五”模式的运行推行，在提高传承保护水平、保证

项目实施质效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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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吕梁市采取由市级主导、四县

市联动的工作模式，将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物质文化、

传统习俗、特色产业等统筹起来，系统性予以保护。

实验区设立以来，已有 80%的非遗资源申报为各级

非遗名录，区内现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9 项，省级

39项，市级 79项，县级 281项，形成了以国家级项目为龙

头，省级项目为骨干，市县级项目为基础的四级非遗名

录体系；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7 人，

省级 40人，市级 153人，县级 377人。国保、省保单位分

别从 2010 年的 10 个、16 个增加到 2022 年的 18 个、36
个，全部完成了可移动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实地核

查、革命文物调查等基础性工作，为后续的保护、发展、

传承、利用提供了资料依据。

市政府通过采取抢救性保护、记忆性保护、生产性

保护、区域整体性保护等措施，改善非遗存续状况，对非

遗赖以生存的文物场所、古村古镇、汾河流域等进行全

方位保护，推动生态环境与非遗传承保护互促互进。市

级在吕梁市文化馆规划布局了 1000余平方米的非遗传

习展示厅，开辟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专区；四县

区共设立非遗综合传习中心 4个、单项非遗专题展示馆

11个、生产性保护基地 4个、传承保护基地 16个、传习所

58个，涌现出了汾酒老作坊、金银器制作等知名传习场

所。今年，孝义市人民政府将原孝义市文化馆办公楼统

筹建设孝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传习中心，目前正在

布展设计。文水县将岳村鈲子、狄青花儿鼓、福胜锣鼓

传习所进行提升改造，使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推广有了更

为广阔和便利的传承场所。四县严格对照《非遗工坊认

定与管理办法》统筹开展非遗工坊认定和管理工作，现

已上报备案 10余个。

以培养一批能工巧匠、培育一批知名品牌为抓手，

吕梁挖掘实验区内传统工艺项目资源，推动传统工艺振

兴。组织实验区 25 名大师提交作品和实操视频，参与

第六届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终审，王茂伟、许粉香 2 名大

师入选；开展了实验区工美及相关产业摸底工作，摸查

到相关企业 51户、专业场馆 12个；成立了吕梁市工美非

遗创作园区，内设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专区，现已

吸引 10 余户非遗工美大师工作室入驻，形成了社会力

量创办文化园区的良好示范效应；组织实验区 20 余家

非遗项目参加第六届山西文博会，展示吕梁特色，展销

吕梁产品。

吕梁市还对实验区濒危项目进行了抢救性记录，拍

摄了《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吕梁片区宣传片》《文水左家

拳传承人左连通纪录片》《汾孝磕板采茶调纪录片》等专

题视频资料；完成了实验区项目数据档案库建设；市县两

级编辑出版了《吕梁市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遗图

典》《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荟萃》等非遗文化丛书 52
种、抢救性记录丛书 6种；《孝义碗碗腔系列丛书》列入省

委宣传部重点图书扶持计划；制作《孝义皮影木偶艺人口

述史》《非遗传承人纪录片》等数字化保护产品 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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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吕梁市坚持宣传引导，释放文化活力，在

重大节庆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集中展示晋中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吕梁片区）文化魅力，先后组织举办

了“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吕梁片区）非遗博览会”、

“新时代新征程新画卷”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果

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动、“非遗

在身边 文化共传承”现场抖音直播活动等一系列线上

线下专题展览、展示、展演活动。利用文化馆、图书馆、

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开展非遗培训、展览、讲

座和学术交流等活动。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

网、微信等多种媒体手段，多方位、全角度广泛开展非遗

宣传。组织 70 余个非遗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进校园、

进社区、进景区，举办各类活动 2000 余场次，年演出场

次 600 余场，剧场年演出 270 余场，送戏下乡每年均在

400场以上。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满足了广大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了全社会对非遗的认知和保护意

识，促成了非遗保护成果普惠共享，有力地营造和促进

了非遗传承保护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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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构建完整系统的文化生态保护体系。在创建

过程中，吕梁市坚持实验区保护与景区开发相融合，保

护项目、传习场所与精品旅游线路相连接，传承资源与

旅游活动相结合，较好地实现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的文旅融合发展目标。引导有条件的县（市、区）创建并

申报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旅游休闲街区、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山

西丽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旅游有

限公司、贾家庄腾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3家成功申报

山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从现代演艺、特色文创等 15
个方面发展文旅新业态，促进市场主体发展，稳步推进

市场主体倍增。文水县在苍儿会景区设立了非遗展区，

汾阳贾家庄入选“第一批省级非遗旅游体验基地”，苍儿

会生态康养之旅、贾家庄研学之旅两条线路入选国家文

化和旅游部推出的“乡村四时好风光”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交城县庞泉沟景区、汾阳贾家庄景区被纳入省级“康

养休闲非遗之旅”线路，民众主动传承非遗的自觉性大

大增强，实现了非遗嵌入现代生活的目标。

将保护区建设与重大文化活动开展等工作融为一

体，在实验区为每村分别配备了一名文化宣传员，建起

了一千余人的非遗义务普查员队伍；村级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实现了全覆盖；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已经全部启动，

布置展厅 25个，搜集文化资源照片 5330余张，展出各类

实物 18356件,整理了 1336名农村传统文化人才记忆档

案。实验区逐步实现了从单一的非遗保护向文化生态

整体性保护转变，让非遗更好地融入时代、走进生活，真

正让非遗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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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片区采取由市级主导、四县市联动的工作模

式，将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物质文化、传统习俗、特色

产业等统筹起来，着力构建富有吕梁特色的完整系统的

文化生态保护体系，形成了较好的品牌效应。汾阳市主

打汾酒制法工艺展览展示，打造了杏花村酒文旅融合发

展品牌；孝义市以非遗综合传习所为中心，开发了周边

南曹豆腐文化村、杏野砂器特色小镇、贾家庄汉民族婚

俗展演等非遗文化，形成了与三皇庙景区、曹溪河景区

互融互促的发展格局；交城县在卦山景区内的田家山村

创建非遗文化村，将景区保护开发与传统堆绫艺术、金

银铜器制作技艺、玉雕技艺等非遗传承发展融为一体；

文水县把武皇群锣、文水长拳、武则天的传说、狄青的传

说、文水剪刻纸、保贤牛肉等非遗传承与女皇文化、刘胡

兰红色文化、苍儿会绿色生态文化等人文、自然要素集

聚整合，打造非遗+旅游品牌。

立足本地特色文化形态，以非遗助力产业发展，以

企业助推非遗保护传承与弘扬，实验区内不少传统技艺

类非遗项目已形成集产供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做到

让非遗走进日常生活，实现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汾阳

市建立全国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生产、销售基地，连续四

年举办世界酒文化博览会；杏花村酒文旅融合项目于

2020年 3月正式启动，截至目前，累计投资已达 3亿元；

文水县吴村 1000余人从事葫芦种植、收购、加工、销售，

走出了一条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子；文水鈲子常态化

参加演出活动，成为吕梁非遗传承保护的一张名片，在

全国打响了品牌。

发展中创新，创新中继承。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吕

梁在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中，不断铸保护之

基，燃传承之火，兴发展之势，普传播之歌，提出的建立

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助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建设共同精神家园三大目标基本实现，取得了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活态传承 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活力绽放
——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吕梁片区）建设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创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吕梁所辖的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四个县市，2010年被文化部批准列入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验区内传承着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农耕文化、晋商文化、

红色文化、廉政文化，人文底蕴深厚，文化形态多元，表现形式多样。区内既有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杏花村汾酒老作坊，也有交城玄中寺、汾阳太符观、孝义三皇庙、文水则天庙等
18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汾阳、孝义2个国家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汾阳杏花村镇、贾家庄镇2个中国特色小镇，汾阳杏花村镇、交城夏家营镇段村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交城磁窑村、文水刘胡兰村等2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吕梁片区）设立以来，吕梁市不仅积极推动非遗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也加强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整体性保护，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
的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现了从立起来到强起来、从活起来到火起来的大飞跃，文化氛围更浓，传承参与度更广，实验区建设焕发出了新活力、绽放出了新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