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黄山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第 53 号建议（议作建）的答复

签发人： 吴小胜

方邡代表：

您在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打造徽州

民俗旅游新基地”的建议（或议作建）收悉，经研究办理，

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民俗活动是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之一，承载了民间大众

的精神内涵，再现活化了民间的乡愁记忆。黄山市民间文艺

资源丰富，拥有国家工艺美术大师 6 人，入选国家传统工艺

振兴目录 7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4 项，省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 78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3 人，省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154 人；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5 项，均位列全

省各市之首。2022 年 11 月 10 日，在国际版权论坛会上举行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启动仪式，全国共 8 个市成功

入选开展试点，黄山市荣膺其列。

二、主要做法

（一）强宣传，为民俗文化保护与促进提供平台。在促

进版权产业发展，推动黄山市民间文艺产业优化升级工作



上，黄山市通过政策支持、区块链技术、基地服务站建设等

方式，实现民间文艺作品的登记、追溯、交易和结算，有效

保护黄山市民间文艺知识产权。4 月 26 日，市文旅局在屯溪

老街举办 2023 年知识产权宣传周版权宣传活动暨黄山市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作品展演活动。徽剧、徽州民歌、徽

州舞蹈等经典徽州民间文艺作品表演、版权知识问答、版权

服务站现场指导作品著作权登记、版权执法人员分享版权知

识与经验、现场宣读版权保护倡议书……精彩纷呈的特色环

节为黄山市知识产权宣传周版权宣传活动点亮色彩。

（二）重版权,为民俗文化传承与发展保驾护航。在解决

民间文艺作品版权纠纷的过程中，黄山市始终坚持把调解作

为重要手段，坚持出真招，见实效。为探索有效推进黄山市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工作，切实为本地企业解难题、办

实事提供了思路。2023 年黄山市在依托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

国家级平台上，以探索创新徽派民间文艺版权工作业态、模

式、机制为主线，通过开展摸底调研、组织溯源确权、广泛

宣传推广、加强保护管理、促进转化运用、加强国际交流、

强化人才培养等方式，持续推动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

荣，充分展示徽州文化底蕴，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实现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双赢，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版权的

意识，努力促进试点工作取得新成效，形成版权助力文化传

承、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三）创品牌，为民俗文化守正与创新创造条件。目前，

黄山市建成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 1 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 10 家，黄山徽州竹艺轩雕刻有限公司、黄山市竹溪堂徽

雕艺术有限公司、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成功入选省级版

权示范单位。2023 年优选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

内的 15 家单位为黄山市首批徽州民间文艺版权服务站。砚

雕作品《万佛朝宗》获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歙县三阳镇叠罗汉入选“中国民间文艺之乡”，徽派传统民

居营造技艺、程大位珠算法、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

茶制作技艺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徽州民间文艺展演示范工程入选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项目。将徽州民间文艺有机融入版权创

作，为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徽州文化打开了独特窗口。

（四）促融合，为民俗文化活化与利用注入活力。春节

假期，我市民宿结合当地民俗开展特色活动，市场反响强烈。

山水间——为游客提供传统鱼灯，供游客举灯游览古街。拾

庭画驿——《扈家庄》《水淹七军》等传统徽剧在民宿内依

次上演，游客们身着汉服四处打卡留念，体验跨越明清的诗

情画意。旧街墨野——管家每日八点准时向广大旅客讲述徽

墨，旅客从中了解传承千年的徽墨故事，感受文化徽州的无

穷魅力。田居艺术公社——推出包年粽（徽州枕头粽）、打

食桃（徽州米粿）、尝香气四溢的传统徽州年夜饭等传统徽

州年俗活动，广受游客欢迎。今年“五一”期间，我市规划



并推出系列传统民俗巡演，开展传统舞蹈、音乐、民俗类非

遗展演和非遗作品集市等 30 项非遗宣传展演活动，文旅融

合更加紧密。屯溪区先锋摊玩市集、非遗文化市集、押镖巡

游等活动增添浓厚的节日氛围；徽州区举办 2023 传统民俗

文化节、西溪南市集等活动；歙县举办 2023 鱼灯文化节暨

鱼灯制作技艺创新大赛；休宁县举办“复古游齐云”“文昌

祈学运”“非遗进景区暨非遗购物节”“齐云非遗市集”等

活动；黟县西递景区推出徽剧演出、婚俗演出等多项文化活

动与游客进行互动；祁门县推出目连戏、黄梅戏表演。

三、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挖掘民俗文化，推动民俗文化与旅

游业融合发展，打造徽州民俗旅游新基地。

一是坚持因地制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谋划

一批市场反映好且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项目，同时注重把

控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环节，以点带面、示范带动，

高起点、高标准、高品味打造一批精品民俗旅游项目，提高

旅游档次和品位，增强市场竞争力。

二是坚持文化为本。按照市场机制重构民俗旅游时，坚

持把尊重民俗文化原貌，保留民俗文化的内在价值放在首

位。充分挖掘民俗文化元素，寻找民俗文化与旅游的最佳切

入点，整合、设计、包装民俗旅游产品并推向市场，促使民

俗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整合。

三是坚持合心合力。以政府主导、市场引导、专家指导、

全社会共同参与为原则，协调相关部门，充分整合现有的各



种资金渠道、管理技术、人才和互联网等资源形成民俗旅游

发展合力；同时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公司+农户”等方式

进行运作。

四是坚持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当地村民在民俗旅游中的

主体地位，通过引导村民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大专业

培训力度，吸纳当地村民组建演出团队，持续开展民俗文化

进景区、进乡村、进民宿活动，形成本地人喜爱、外地人向

往的乡村旅游打卡点，满足游客和市民美好文旅生活的需

要。

办复类别：A 类

联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联系电话：2525378

2023 年 5 月 9 日

抄：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市政府办公室意见建议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