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广旅函〔2024〕90号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
次会议第 2024153 号建议答复的函

崔俊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扶持发展非遗项目，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

（建议第 2024153 号）收悉，经综合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农业

农村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中山市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

有各级非遗项目 102 项，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 6 项、省级非遗

项目 20 项、市级非遗项目 76 项。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守住乡

土文化的魂，保持乡村的“原真性”，彰显中山美丽乡村非遗

文化的独特价值和韵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建议剖析了

我市乡村非遗文化底蕴深厚的背景，提出了关于扶持发展非遗

项目，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我局表示赞同，将对此建议采纳、

吸收，联同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农业农村局贯彻落实。

随着非遗项目保护再创新局面，建议提出扶持发展非遗项

目，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我局表示赞同，将对此建议采纳、

吸收。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A 类）



一、关于加强宣传教育，搭建非遗展示平台的建议

我局一直以来十分注重非遗项目的宣传展示工作，积极搭

建非遗展示平台，多种形式做好非遗活态传承。比如在传统音

乐类非遗项目的宣传方面，2007 年起，我局每年策划举办中山

市民歌民乐大赛，搭建民间艺术人才交流展示平台，推动我市

民歌民乐传承与创新，助力乡村振兴，17 年来，中山市各镇街、

各艺术团体 9000 多名演员，1300 多个节目参加了民歌民乐大赛

活动，涌现了大量的优秀节目。在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的宣传

方面，我局于 2023 年策划举办了“2023 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

传统武术项目交流展演”活动，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各地的武术

团队超 200 名，向中山市民献上精彩的非遗武术展演，展现武

术界的新时代风采，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传统武术文化的蓬勃发

展，活动由粤港澳 11 个城市联动，线上线下累计受益观众近 70

万人次。每年我局都会把办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作为宣传

非遗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每年都联合各镇街共同举办此项非

遗盛典，2022 年，更是承接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省主

会场活动，极大促进了我市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

我局推动非遗与传统节庆文化深度结合。今年，隆重举办

2024 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暨中山市龙舟文化月

活动，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内的 12 个城市的 63 支龙舟

队伍参赛，向市民游客呈现一场高规格、高质量、高水平的赛

事，同时组织六个系列九项活动，龙舟文化展、非遗巡游会、

中山龙舟彩灯大会、“岐江之夜 乐伴香山”音乐会、水上运动



项目展示、“粤菜师傅·品味香山”美食汇、龙舟沉浸式体验

等活动，串珠成链向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举办的市级非遗品牌活动有，如中山市民

歌民乐大赛、中山市“非遗种草大会”线上购物节、中山市民

歌基地交流展演活动等等；举办具备镇街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

如小榄菊花会、沙溪四月八艺术巡游、石岐龙舟赛、南朗崖口

飘色、“西区醉龙文化周、“东区金龙盛会”等民俗节庆活动，

这些活动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社会关注度

高，活动影响力大，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热度，在弘扬优秀传统

民俗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文化的复兴。

我局与市教育和体育局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工作，中

山市中小学多年来贯彻落实文件要求，坚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教育，各校结合实际，将代表性项目纳入学校课程体系，通

过学科课堂教学、校本课程、社团活动等方式学习和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入学科课

堂教学，在我国的 42 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昆曲、

京剧、粤剧、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二十四节气、端午节等内

容已进入中小学语文、历史等学科的教材，成为学科教学内容

的一部分。我市中小学充分利用中山市的本土非遗资源，将其

纳入校本课程或社团活动，成为学校的特色。据调研，中山咸

水歌、白口莲山歌、三角麒麟舞、东乡民歌、黄圃飘色、南朗

飘色、鹤舞、醉龙舞、小榄菊花会、洪拳、赛龙舟习俗、起湾

金龙、三乡茶果、三乡木偶戏、东凤五人飞艇等中山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已进入多个镇街中小学的第二课堂，普遍通过外聘

教师（项目传承人）等方式开展教学，据统计，2023 年，全市

“非遗文旅志愿者”进校园活动涉及中小学 86 间，全年进校园

场次 1095 次。

下阶段，我局将持之以恒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及宣传

展示工作，深挖乡村文化内涵，坚持融入群众性文化活动，鼓励

各镇街结合实际做好民俗传承，办好醉龙文化节、龙舟赛、飘

色、咸水歌等民俗文化活动。用好用活市文化馆总分馆服务体

系及市工人文化宫，办好“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非遗体

验日”系列活动。推动“非遗文旅志愿者”走进校园、走上讲

台，传播中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让广大青少年进一步

了解非遗、体验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

二、关于健全完善非遗保护机构，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的建

议

我局已把各镇街传统节日非遗展示活动开展情况和非遗项

目、非遗传承人、非遗阵地认定情况作为考核指标纳入中山市

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考核指标体

系加分项目，确保对非遗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同时，根据各

级非遗补助资金的管理要求，严把申报关，加强对获得补助资

金的单位、个人的绩效审核工作，以调动非遗项目保护单位、

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多年来，我局一直坚持深入下乡调查，寻找和走访非遗传

承人(老艺人)，发掘和整理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发掘、摸清



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分布情况及传承人存续状况，动

员社会各界积极自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

目前我市共有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 102 项，实现全市 23 个

镇街非遗项目“全覆盖”，其中沙溪镇、小榄镇已实现国家、

省、市三级非遗项目全覆盖。

我局注重联动镇街、高校共建非遗。市委编办下发的各镇街

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明确各镇街宣传文化服务中心负责非遗

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根据镇街机构改革后的情况，各镇街均设有

非遗工作人员。市文广旅局和市非遗保护中心通过业务指导、工

作联动、专题会议等形式，指导各镇街做好岗位设置，壮大非

遗管理队伍，积极带动各镇街开展非遗传承和活化工作。同时，

大力推动非遗工作与高校资源对接，市人社局鼓励支持非遗工作

人员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取得相应的技能等级证书、培训

合格证书可按规定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多年来，中山职业技术

学院小榄学院持续开展粤绣（小榄刺绣）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工

作。五桂山将白口莲山歌引入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省理工职业学

院），开展研究和传承工作。近年来，我局联合电子科技大学中

山学院、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理工

职业学院、中山市技师学院、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等高校开展了

两届“非遗文创设计大赛”，进一步密切与高校的合作。

我局注重完善非遗传承人培育工作机制。大涌红木家具传

统雕刻技艺是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大涌红木生产企业与中山

职业技术学院红木家居学院长期以来建立了良好的工学联系，



是授徒育人的范例。小榄镇的陶塑瓦脊制作技艺、三乡茶果、

黄圃腊味等项目在传承人培养、带徒传艺方面都取得较好的效

果。为完善非遗传承人的培育工作机制，我局制订了《中山市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办法和管理暂行办法》，

今年，我局组织传承人申报各级扶持资金，为传承人开展传承

活动提供了资金保障。

下阶段，我局将在如下方面继续加强非遗工作队伍建设，

壮大非遗传承力量。一是加强非遗管理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镇

街非遗保护管理工作机构，明确部门职责、理顺业务关系，配齐

配强非遗管理专职人员。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密切协作，

建立一批非遗项目研究、培训基地、工作交流平台，强化专业技

能培训，提高非遗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二是完善非

遗传承人培育工作机制。研究制定传承人培养制度、带徒传艺制

度、传承奖励制度等，建立非遗传承人人才库，实时跟踪、动态

管理。积极开展各级非遗传承人申报工作，优化传承人年龄结构，

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备。利用好国家、省、市非遗资金扶持办法，

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资金保障。

三、关于加强经费投入，支持非遗项目顺利运行的建议

我局持续加大各方资金投入，切实保障非遗项目传承场所

的落实。我市财政对非遗工作的资金投入每年都在持续增长，

2023 年非遗保护经费投入 182 万元,2024 年非遗保护经费预算

245 万元。同时，积极争取上级非遗补助资金扶持，在 2023 年

争取国家级、省级非遗补助资金 109 万元基础上，进一步及时



掌握国家、省对非遗工作的政策动向和资金投向，明确争取重

点，梳理项目清单，着力提高项目申报成功率，2024 年，落实

批复国家、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170 万元，上级非遗补

助资金为近年来最高。在加强省市财政投入的同时，我局加强

工作引领，督促各镇街将非遗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各

镇街也将落实财政保障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责任，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着力保障非遗保护及传承工作的开展。

除政府投入外，我局努力拓宽非遗保护资金来源渠道，不

断引导社会企业资金建设非遗阵地。近年来，一批新非遗阵地

于逐渐建设、投入使用。咀香园健康食品（中山）有限公司投

入上千万元建设饼文化博览馆，总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该馆

以咀香园的饼文化为主题，挖掘咀香园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百年

非遗工艺，并将历史文化与制饼体验相融合，展示、互动、场

景式等多种方式，开启中山专属的咀香园特色饼文化之旅。红

古轩家具有限公司新建 400 平方米的非遗工作站，设非遗红木

雕刻历史文化区、非遗产品展示区、非遗传承雕刻创作区、非

遗传承成果展示区等 5个区域，被评为市级非遗工坊。我市省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湛泉投入 1200 多万元打造 1250 平方米

的综合型艺术生活馆，该馆集现代与传统元素于一体，有文博

展览、活动策划、非遗科普及实践、文化主题餐饮等多项功能。

四、关于推进综合利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以特色精品村、美

丽宜居村为载体，结合地域民俗和文化特色，推动乡村休闲产



业精品化、特色化发展，多种形式开发乡村非遗旅游资源，释

放乡村多元价值，助力乡村振兴。其中，崖口村建成崖口飘色

展览馆和历史文化展馆，并结合村内丰富稻田资源、优美自然

风光，发展精品民宿、休闲观光、乡村旅游，打造体现文化与

民俗风情、和谐发展模式的规模化乡村旅游综合体，年接待游

客 100 余万人次，成功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为全市提供了

以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范例。

中山市非遗保护中心的网站是我市非遗传播的主阵地，内

容涵盖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非遗活动等方方面面，可随时

随地了解中山非遗。非遗文献资料整理出版工作成果丰富，编辑

出版了《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三卷）、《年年出色》、

《龙醉中华》、《龙跃云宵》、《中山咸水歌》、《童趣咸水歌》、

《香山家珍》等非遗丛书和绘本。

下阶段，我局将运用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方式，逐

步实现对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全面记录。鼓励高

校、科研机构等专业机构参与研究工作，探索成立非遗创新研

究机构，不断提高非遗保护、传承和产业化水平。把非遗活动

场所调查纳入城市更新基础数据调查。每年拍摄制作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纪录片。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崔俊等委员对我市扶持发展非遗项目，

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关心支持。



（此页无正文）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2024 年 7 月 9 日

（联系人：林伟杨 联系电话：0760-88333643）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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