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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聆听菏泽文旅花开的声音
菏泽市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新闻发布会举行

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挖掘、保
护、传承、利用菏泽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进一步推进非遗传承
发展，落实《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菏泽
市出台了《菏泽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

菏泽市非遗资源丰富，现有
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1项，国家
级、省级、市级、县级非遗项目31
项、93项、293项、893项，国家级、
省级、市级、县级非遗传承人22
位、73位、362位、982位。国家级非
遗项目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国家
级、省级非遗项目和代表性传承
人数量连续多年全省第一。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多

措并举、大力推进，体系建设不断
完善、保护利用成果丰硕、亮点工
作异彩纷呈、宣传交流引人瞩目，
各项工作成果显著。同时，非遗工
作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趋势
也对非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方
案》的发布为现阶段非遗工作的
开展指明了方向，可谓是正当其
时。

据悉，《方案》包括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
务、保障措施五个部分。明确了
非遗传承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具
体目标，具体目标包括文化生态
保护区建设，非遗代表性项目建
设，非遗人才培养培训，展示传
播品牌打造，非遗合理利用，推
进非遗保护设施建设等方面。

《方案》明确提出：创建一批文化

生态名村、名镇；国家级、省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保持全省领先地
位，培育3—5个产值5亿元以上
和一批产值亿元以上的传统工
艺支柱项目；非遗传承人群累计
培训300人；市级层面打造“单县
羊肉汤”“工笔牡丹画”“东明粮
食画”等具有较大影响的非遗展
示传播品牌，每县区结合工作实
际打造1个具有较大影响的非遗
展示传播品牌；非遗展示体验中
心、非遗传习所达到200个，每县
区非遗展示体验中心、非遗传习
所达到20个。

重点任务包括八项，即夯实
非遗保护工作基础；健全非遗项
目科学管理体系；优化壮大非遗
保护人群；分类保护，加强保护性
传承和传承性保护类项目传承发

展；实施传统工艺振兴工程，加强
保护性开发和开发性保护类项目
传承发展；推进非遗区域性整体
保护；创新非遗展示传播方式；加
快非遗基础设施建设。

分类保护是《方案》的一个创
新点，就是根据非遗特点和存续
状况，精准施策，按照保护性传
承、传承性保护，保护性开发、开
发性保护“四种形态”进行分类保
护。将对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
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
育游艺与杂技、民俗类的非遗项
目分为保护性传承类和传承性保
护类开展保护传承。比如对陶朱
公传说、庄子传说等项目定位为
保护性传承类项目，以保护为主，
由项目所在地财政予以一定保护
经费，维持项目存续，做好文脉传

承；对四平调、山东琴书、菏泽弦
索乐等项目定位为传承性保护类
项目，加大扶持力度，给予经费、
人才支持，推进传承发扬。

下一步，菏泽各相关部门将
以“科学保护、提高能力、弘扬价
值、发展振兴”为主要任务，推进
非遗保护传承见人见物见生活，
使非遗保护成果更好、更多惠及
人民群众，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
出新光彩、新活力。以创新意识和
创新思维谋划非遗工作。勇于探
索和创新，用新视角、新思路去传
承非遗，用新方法、新举措去发展
非遗，特别是要激发基层活力，激
活基层经验，鼓励在非遗工作中
大胆探索、科学创新、因地施策，
努力创新推广更多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做法。

《方案》主要包括“目标任务”
“发展重点”“政策保障”3个部分，
共计40条内容，不求面面俱到，而
是立足资源禀赋，彰显区域特色，
注重在创意策划、品牌打造、新业
态培育、新技术运用等方面下功
夫，以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为
支撑，力争在一些重点和优势领
域实现突破。为方便宣传和熟知，
内容可以概括为“16364”。

“1”是一个目标任务。按照菏
泽市“231”产业体系部署，以全域
旅游理念为引领，着力优化完善
发展布局，串珠成线、连片成面，
推动菏泽文化旅游创新发展、融
合发展、集约发展、集聚发展、高

质量发展。2020—2022年为重点
突破期，文化和旅游实现深度融
合，文化旅游跨界融合加速推进，
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全面实施，一
批新的产业支撑点逐步形成，初
步打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
化旅游格局。2023—2025年为全
面提升期，文化旅游产品供给、服
务设施、服务品质全面提升，基本
形成现代文化旅游产业体系，“中
国牡丹之都”知名度、美誉度显著
提升，菏泽发展成为国内知名旅
游城市。“十四五”末，全市文化及
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60亿元以
上，占GDP比重5 . 5%左右；接待
游客总量达到2800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达到360亿元以上，相当于
GDP比重7 . 5%左右。

“6”是抓好六大品牌资源的
开发利用。主要是：统筹保护利用
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擦亮“中国牡丹之都”品
牌、打造水浒旅游目的地、做活非
遗特色文章、传承发展祖源文化。

“3”是推动三大产业快速发
展。分别是：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扶持发展数字文旅产业、繁荣
发展演艺娱乐产业。

“6”是实施六大行动。主要
有：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实施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推动文化
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实施

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行动、推动
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建设、加快融
入国家、省发展战略。

“4”是落实四项保障政策。组
织领导方面，明确了建立全市文
化旅游发展联席会议机制，各相
关部门(单位)分工负责、协同推
进、形成合力，推动重大规划、重
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落实
落地。健全完善文化旅游统计制
度和指标体系，准确反映产业发
展现状，为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科学保障。财政扶持方
面，市县两级财政设立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列入同
级财政预算，制定扶持奖励政策，

引导民间资金投入文化旅游产
业。土地政策方面，将文化旅游发
展所需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统
筹安排，对市级以上重点文化旅
游项目和乡村旅游扶贫项目优先
保障用地，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在不适合成片开发建设的地
区，根据规划用地性质和土地用
途，灵活点状供应服务于乡村旅
游项目用地。人才方面，组建菏
泽市文化旅游发展智库,推动文
化旅游领域执行《菏泽人才新政
30条》，创新开展文化旅游带头
人和文化旅游管理人才培训活
动，培养一批文化旅游精英人
才。

《菏泽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推进方案》 抓好六大品牌资源开发利用

《菏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德领

9月4日，菏泽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菏泽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推进方案》和《菏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发展工程实施
方案》相关情况，并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历经5个月的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和审议修改，近期菏泽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菏泽市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推进方案》和《菏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两个方案”立足菏泽市资源禀赋和和发展实际，进一步明确
了2020—2025年菏泽市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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