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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正式通过验收

6 月 10 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确

定名单，吕梁市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位列其中，标志着该保

护区正式由实验区升级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在文化遗

产系统性保护进程中实现重大跨越。

自 2010 年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获批设立以来，

我市交城县、文水县、汾阳市、孝义市 4 县（市）依托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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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资源，系统推进保护区建设工作。十多年来，我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构建“四位一体”工作

体系、强化政策资金保障、实施整体性保护工程，全面推动

以非遗为核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在工作机制方面，我们通过强化三大保障，形成统筹推

进工作合力。在组织保障上，构建了市、县、乡、社会四级

联动体系：市级成立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专

业管理中心；4 个重点县（市）均组建专职管理机构；3226

名文化宣传员与 1400 名文管员实现乡村文化站点全覆盖；

动员 36 个民间组织、千余名普查员参与社会协同保护。在

政策保障上，出台全省首部非遗保护条例，编制专项规划并

纳入国土空间、文旅发展等多领域规划体系，配套制定一系

列管理办法。在资金保障上，累计整合中央、地方财政及社

会资本超百亿元，为保护工作提供坚实支撑。

在保护实践方面，我们注重整体保护，坚持“人、文、

自然”协同保护，着力夯实文化遗产生态根基。非遗传承实

现“量质齐升”，建成吕梁非遗数字博物馆，多项传统戏曲、

技艺入选国家及省级优秀案例；人文生态活化成效显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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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与非遗保护结合，修缮文物、活化利用，结合《黑神话：

悟空》等文化热点推动古建文旅融合；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通过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水质

均有显著提升。

在传承教育方面，我们多措并举营造全民参与保护区建

设的浓厚氛围。建成 360 余处非遗传承体验设施，推动非遗

进中小学、进高校培养大批新生代传承人，组建表演团队开

展惠民活动，借助各类平台展示非遗魅力，“走出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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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显著，形成强大宣传矩阵。

在融合发展方面，我们创新方式探索文化生态保护的吕

梁之路。推动非遗与白酒、文旅、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形成

特色产业集群，推动白酒生产企业增至 198 户，打造乡村旅

游重点村 26 个、非遗特色村 9 个，建成非遗主题“口袋公

园”11 个，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深化跨区域协同保

护机制，持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焕发时代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