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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起点规划，高标准保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

动见证。”

汾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化遗产的指示批示精神，自觉担负文化

使命，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

分步实施”的原则，将非遗保护工作纳入本

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了《晋中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汾阳保护规划》，对非

遗项目、非遗传承人、非遗特色街区、非遗特

色村镇、乡村文化记忆进行了全方位的规

划，为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加大财政保障力度，将保护区建

设经费列入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2021 年

55.6万元，2022年 50万元，2023年 50万元。

强化设施保障，汾阳市先后实施了非遗

传习中心、汾酒老作坊、“汾阳王府”传承基

地、贾家庄贾街非遗项目一条街等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项目，在丰泰苑酒店、恒基酒店、德

义园味业有限公司、冯家庄社区、韩家桥村

等地设立了项目传承点，基本实现了每个非

遗项目有传承点阵地、有传承人开展传承工

作，并坚持开展培训、展览、展演活动的目

标。现汾阳市共有传承保护主体单位 78个，

传承所 5个，传承点 188个。

汾阳市还将非遗资源与乡村记忆工程

和乡镇振兴有机结合起来，挖掘整理乡村文

化资源特色，全面铺开乡村记忆和非遗挖掘

整理展览、展示工作，目前，汾阳市共有乡村

文化记忆展示点 10处，筹备建设 8处。

大范围调查，大力度保护

“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

更加迷人的光彩。”

积极抢救、整理和申报非遗项目，汾阳

市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省、市、县四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保护体系，目

前，共有非遗项目 129 项，其中国家级 2 项，

省级 11项，吕梁市级 5项，汾阳市级 111项。

对列入名录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汾阳分类

别、分手段实行抢救性保护、记忆性保护、生

产性保护等适合非遗传承发展的措施，确保

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都有合适的保护措施

和发展空间。

加大传承人保护力度，汾阳市现有国家

级传承人 1人，省级传承人 25人，市级传承人

39人，汾阳市级传承人 256人。汾阳积极支

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教学、交

流等活动，积极为传承人履行传承义务创造

条件。同时积极组织代表性传承人参加文旅

部、省文旅厅、吕梁市举办的各类培训学习和

交流传播活动，培训人员超过了 3000人。

全面开展非遗资源普查、调查工作，汾

阳建立起了 90人的非遗志愿者团队，在全市

范围内铺开非遗田野调查工作，截至目前，

共排查整理非遗线索近万条，采访民间艺人

500人左右，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对

非遗项目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

立电子和纸质档案，汾阳市非遗档案包含文

字达 330 万、图片 1.5 万余张、视频 50 余小

时。汾阳市还每年定期举办非遗普查培训

班，培训人员超过 3000 人；每年召开 5 次非

遗研讨培训会，围绕现有非遗项目和备选项

目以及 800条非遗线索开展调查研讨。

活态化传承 深层次融合

“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

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

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

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汾阳市以非遗助力产业发展，以企业助

推非遗保护传承与弘扬，汾酒酿制技艺已形

成集产供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

遗的生产性保护。

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杏花村汾酒酿制技

艺为基础，汾阳把杏花村汾酒专业镇建设作

为促进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快构建具

有地方特色现代产业体系的新引擎，不断整

合各方优质资源，全力打通上中下游产业

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实现产业集群发展。

引龙头、育产业，在政府的“链接”下，汾酒带

动位于贾家庄镇的观宇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为汾阳白酒提供高档玻璃酒瓶和加工高档

喷釉、贴花酒瓶等产品，现场火热的生产场

景与企业鲜活的业绩数据相互成就；沃野披

红、高粱挂穗的万亩酿酒高粱种植基地，成

为汾阳市白酒产业链条上的“第一车间”，种

植户成为白酒产业链条上的“产业工人”，从

“小杂粮”到大产业，“一穗红粮”不仅拉长了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产业链”，也成为推进白

酒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一步。

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汾

酒酿造技艺现建有两个传承基地，一个是汾

酒博物馆传统酿酒生产，一个是杏花村汾酒

老作坊传统酿酒基地，为汾酒酿造技艺传承

人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继承先人酿造技

艺的同时，汾酒积极面对从手工业生产转向

现代工业生产的挑战，不仅科学系统地研究

制定出汾酒质量标准，还与时俱进积极推动

汾酒的国际化，提出制定中国白酒的国际标

准，于 2015年率先发布并执行与国际蒸馏酒

食品安全标准接轨的汾酒食品安全内控标

准，成为全国白酒行业第一家发布该标准的

企业。

与此同时，汾酒公司与江南大学、山西

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并建立国

家级技术科研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用理论

去指导实践，在保护中传承，用传承来保护。

杏花村汾酒从深邃的华夏文明中一路

走来，向民族振兴崛起的方向奔腾不息；用

守护国宝技艺的工匠精神，引领着中国酒文

化前行的方向；浓缩于汾酒的非遗技艺，将

随着酒香飘洋过海，推动中国文化在全世界

传播。

大范围普及 大规模宣传

“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

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汾阳市结合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建设，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传统节庆活动

为契机，深入各镇（街道），集中发放印有保

护区字样的传单、便利袋、笔记本，广泛宣

传；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展示、展

演；制作宣传广告牌，安置于大型社区、知名

景区以及市中心公共活动场所；编印《汾阳

剪纸》《冀村镇的传说》等非遗文化系列丛

书，对汾阳非遗项目和保护区建设工作进行

大力宣传和推广，讲好非遗文化故事，营造

浓厚传承氛围。优选吕梁非遗品牌，设置非

遗购物节、美食体验区，举办线下非遗展销、

线上直播销售活动，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

推动了非遗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更

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注册汾阳非遗抖音、快手账号，通

过开展“非遗过大年”“非遗传承直播”等线

上活动传播非遗项目、展示传承人风采，通

过几年的努力，汾阳非遗抖音号粉丝接近 1
万，非遗中心受到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通报

表扬。

大力实施非遗进景区、进社区、在校园

活动，推动了非遗活态传承。汾阳市组织地

秧歌、剪纸、汾孝秧歌、泥塑等传承人，在汾

阳市演武镇小学、禹门河小学、栗家庄小学、

实验小学、西关小学、北关小学等学校常态

化开展在校园活动，取得了累累硕果。非遗

进校园已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一种重要方

式，成为了实现非遗保护与中小学文化教育

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学生了解、接触和感受

传统文化，也有助于非遗在中小学生身上的

传承与发展。

下一步，汾阳市将踏着时代前进的强

音，围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遗文化这

一主线，对照“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

明、民众受益”这一目标，进一步强基础、造

氛围、促融合，推动非遗在保护中发展，在创

新中传承，在融合中利用，奋力谱写晋中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汾阳篇章！

近年来，汾阳市以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抓手，借理念之变和场景创新，全面
铺开传承展示活动，积极开展非遗挖掘整理、进景区、进社区、在校园工作，深入探索非遗融合发展
新路径，推动非遗跨界闯市场、广泛传播、积极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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