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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吕梁片区）建设工作综述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始终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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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 2018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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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设置为独立的一级科目。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我市采取由市级主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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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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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社会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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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了非遗+旅游品牌。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市已累计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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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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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区

调查的非遗资源来看，已经有 80%的非遗资源申报为各级非遗名录。国

家级非遗项目增加了 1项，省级非遗项目从 20个增加到 40个，翻了一番，

市级非遗项目从 19个增加到 135个；国家、省、市三级传承人从 44人增加

到 243 人。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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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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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区内国保、省保单位分别从 2010年的 10个、16
个增加到 2022年的 18个、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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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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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山

西考察调研，对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工作提出新要求，彰显了领袖对中华民

族文化根脉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饱含着领袖对更好弘扬山西省优秀传

统文化的期许。

牢记嘱托，守护文脉，传承文明。自 2010 年 6 月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设立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历次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吕梁片区）建设工作，坚持高位谋划、高起点推进，健全工作机制，加大投

入力度，创新载体模式，较好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赢得了评审会专家组的

充分肯定。

吕梁，是黄河母亲怀抱中的一方热土，也是华夏儿女最早的栖息地，中国传统

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黄河水不仅孕育了吕梁这座大山巍峨

雄耸的形体，高迈博大的灵魂，更赋予了这里千姿百态、绚丽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

吕梁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涵盖了我市所辖的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四个

县市，涉及 42个乡镇、9个街道，总面积 5015.48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149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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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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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国家级传统村

落。

为扎实推动实验区创建工作，市政府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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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市坚持科学规划引领，在建设过程中特别注重制度机

制层面的顶层设计，市委、市政府编制了《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吕梁片区总体规

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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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9月市人大专门制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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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省第一家开展非遗保

护立法的地市。在此引导推动下，实验区内四个县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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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

形成了共创共建的强大合力。

健全工作机制
构建共创工作合力

在实验区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市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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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不断的努力下，目前，我市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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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布置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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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建成投用的市文化馆专门规划布局了

1000余平米的展示厅，专门用于展览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成果。

在此过程中，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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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实验区景区累

计接待旅游人数 382.6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18亿元。还先后组织

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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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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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区非遗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吕梁人特别是四县市人民重要的“乡愁

记忆”。

“我市实验区创建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实事求是地讲，也还存

在重保护轻发展、重开发轻管理的现象，传承保护活动与群众日常生活融

入不够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体系建设，加强部门协调配

合，形成创建合力。加强资源整合，突出实验区展示展演场馆建设，形成

更多蕴含吕梁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化地标。加大专业队伍培养，培养一批

文化生态保护专业人才，建立一支由专家、非遗传承人、管理人员等构成

的非遗保护专业队伍。同时，加强实验区文化遗产项目数字化保护，通过

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数字化档案，加强研究阐释文化遗产背后蕴含

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让优秀文化资源借助数字

技术‘活起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广勇表示。

高点规划实施 提升系统保护水平

创新载体模式 夯实传承弘扬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