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文旅专刊 组版：李艳子 电子信箱：564033764@qq.com

2023年11月30日 星期四

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挖掘非遗价值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水文水））建设工作综述建设工作综述

文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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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黄河水不仅孕育了文水先民壮
硕的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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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村鈲子桥头鼓，要看红火接麻姑。”这是一首流传千年的文水民谣。“王家枪，戴家手，左家弹腿天下走”，这一流传于北京的顺口溜，见证了左家
拳踏遍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传奇历史。2006年，岳村鈲子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先后荣获多项国家级大奖，2021年，吴村烙
画葫芦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桥头大鼓、马西铙、福胜锣鼓、宋家庄棒子舞……一项项民间技艺纷纷列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他们浓厚的地域风情，古朴的演奏风格，传承着华夏农耕文化的精髓；一招一式，至今仍音韵铿锵、内涵丰厚。灯影戏、田七刀具、剪纸面塑、
文水跌杂则……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如遍地珠玑，俯拾皆是。

自2010年入选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来，文水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不断健全，制度不断完善，保护传承能力不断提升，为赓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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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 扎实做好非遗系统性保护工作

科学规划。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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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列入县“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全过程贯穿到文旅、

生态、城建、脱贫等 9个专项规划中，规划建设县级非遗展示展览馆、县级

非遗综合传习中心和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等项目，布局农耕文化带、晋

商文化廊、节庆文化圈和方言文艺区四大重点区域，逐年敲定工作任务，

清单化推进实施，节点化督导落实。

完善制度。制定了《文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文水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职责》，编制了《文水县晋中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规划书》《文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书》《文水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书》《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传承活动年度评估工作方案》《文水县县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年度传承活动自评表》，规范指导文水非遗工作高起点谋划，具体化实

施。

加强组织。成立了“文水县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所有村庄全部配备文管员，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联动、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的“一盘棋”格局。

加大投入。2020 年以来，各级共投入非遗资金 300 余万元，用于文

水县非遗保护调查研究、档案和数据库建立、濒危项目抢救、人才培养、

作品征集、传承活动、对外交流以及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费和

补助金等事项。

建设设施。建成开放文水县非遗传习中心，传习中心集展览展示、体

验互动、学习传承和培训研讨功能于一体，总面积 1100平方米，设有综合

展厅、文水长拳展厅、锣鼓展厅、手工技艺展厅、加工技艺展厅、文学传说展

厅、培训演示厅等，内设 92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分厅展示项目图片、文字资

料、实物以及视频展演，对非遗项目的宣传、保护及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立了文水鈲子、福胜锣鼓、桥头大鼓、麻衣仙姑、宗酒酿造工艺、狄青花儿

鼓、吴村烙画葫芦、贤美牛肉、刀刻彩绘葫芦画传统制作技艺、郑家庄灯影

戏、保贤郭氏酱卤牛肉、文水豆腐皮、文水长拳、田七刀具制作技艺等 15个

非遗传习所。在火车站游客集散中心内设立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宣传

点。在苍儿会游客中心大厅内设立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水片区）非遗

产品展销点，展区占地面积 45平米，共入驻十一个非遗项目。

加强调查。继续做好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认定和登记工

作，全面了解和掌握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等，并相

继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分别建档、入

库，予以妥善保存，全县现有国家、省、市、县级非遗项目 92项，其中国家

级 2项，省级 10项，市级 40项，县级 40项，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07人，整

理归档文字材料 1330余份，视频资料 195个，图片 2800余张。有县级以

上文物保护单位 60个，其中国保 2个，省保 4个，市保 6个，县保 48个。

培养传承人。建立了非遗专家库，聘请了 21名专家参与评审认定工

作。举办了 2023年文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培训班，对 107
位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培训。

创新传承 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文水县多次组织大型非遗专题活动，给非遗项目提供舞台，充分展

示、展演非遗项目的精神实质、外在魅力，以艺术之美扮靓生活。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和节庆日组织召开了“多彩非遗 美好生活”

“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非遗传承经典 共享美好生活”等为主题的大

型非遗专题宣传活动；组织了“文化三晋乐万家”鼓王争霸赛等锣鼓类专

门活动，有 15支锣鼓队 600余队员参赛；组织了武术项目非遗展演暨晋

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水区成果展；组织非遗进景区，文水桥头大鼓、

马西铙、武家山锣鼓、西峪口混秧歌、裴会锣鼓、宋家庄棒子舞、福胜锣鼓

等进入武则天纪念馆、世泰湖、天后岛等景区开展活动，展示了文水非遗

项目的艺术魅力。

组织拍摄了《文山秀水话非遗》《非遗过大年》《文水非遗民俗展——

传承中国年》宣传片，为“耳脓净”“丽彬文化园美食”等九项非遗代表性

项目拍摄了短视频，借助多媒体予以宣传。

文水分别在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东南街示范幼儿园（学府分

园）、山西省刘胡兰中学、马西乡寄宿制小学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教育基地”，在山西徐特立高级职业中学、东南街示范幼儿园（学府分

园）、马西乡寄宿制小学建立非遗项目“文水鈲子”“烙画葫芦”“郑家庄灯

影戏”“文水长拳”传习点，逐步实现了“非遗进校园”到“非遗在校园”的

转变。先后在非遗传习中心举办 5次非遗研学活动，让学生参与了解郑

家庄灯影戏、古建壁画、玻璃画、根雕、磕板采茶调、拓片、剪纸、马西铙等

非遗项目，进一步让学生领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切实提升

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保护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

了优秀传统文化。

文旅融合 为文化遗产注入发展活水

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非遗+产业”“非遗+企业”

新路径，形成文旅产业发展新模式，既是全面推进文旅融合的题中应有

之义，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

“文水丽彬文化园”以吕梁非遗、文物保护与传承为目标，将国学、非

遗、文物、文明元素融入企业文化，使处于点状分布的非遗项目得以转化

为集群式展示，使非遗文化形成了博物馆式整合性保护。该园汇集了吕

梁市 13县非遗作品 1000余件，开发有“非遗情景再现”、“传统工艺演示”

等非遗体验项目，打造了青少年非遗实训基地，开辟实物展示区、非遗传

承研学区、非遗工艺演示区三个研学区域，形成了“多彩非遗、活态传承”

格局。开园以来，围绕吕梁非遗开展研学 60余期，接待来自各地学校学

员 2万余人，辐射人群 5万人，累计接待来自省、市、县来宾、团队人数达

70余万人次。

文水葫芦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水石安

葫芦种植加工协会以葫芦为媒，弘扬葫芦文化。通过加大投入，现已形

成良好、稳定的科研、试验示范、休闲农业、葫芦种植基地 500余亩，带动

吴村发展葫芦种植 1000余亩；依托葫芦产业，带动吴村及周边 200多户

农民从事葫芦种植，户均收入达到 1万余元，还带动 950余户农民从事葫

芦种植、加工、销售。协会还以葫芦种植产业为基础，通过农事体验、采

摘带动其它种植业发展；以文化艺术为包装，发展葫芦精深加工，带动乡

村旅游产业发展，增加产品附加值；依托葫芦文化产业，打造郊区旅游特

色休闲园区，并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休闲农业体验等活动，推动传统文化

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带动了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乡风文明水平的提

高，促进构建了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不仅给文水县如何传承祖先留

下的优秀文化遗产，坚守这片精神家园指明了方向，也极大推进了地域

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推进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加快了非遗

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进行创意开发的步伐。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增强了

文水县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了文化强县建设。下一

步，文水将严格遵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要求，培育一个

有利于文化遗产保存、保护和发展的环境，营造一个尊重传统文化的社

会环境，让文化生态保护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