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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提升内功添底气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24 年 6 月 20 日 记者 苏锐

6 月 18 日，山东省济南市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向

群皮影社”里，几位来自河南的年轻游客正在济南皮影戏传承人李

娟指导下学习皮影戏表演，他们是在网上看到她的表演视频，专程

到济南“拜师学艺”。

今年“五一”至今，李娟的“向群皮影社”日均接待上百位外

地游客，大家多是慕名而来，想体验泉城民俗文化的魅力。

5 月 22 日至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山东要

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作为。

山东是文化大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山东注重做

好资源转化文章，解读文化基因密码，助力旅游新业态打造和服务

质量提升。

2023 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把旅游产业培育成为彰显

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自信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富民产业和幸福产

业”，并计划通过深化重大文化片区建设等措施，塑强新时代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新优势。

如今，从博物馆集群打造到红色文物景点提升，再到长城、黄

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山东将既有文化资源，以市民游客

可亲近、可感知的方式融入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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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旅游发展大会提出，保护文化遗产和生态资源，推动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旅游业态，山东不仅有“文化”一张牌可打，

秀丽的绿水青山和良好的海洋生态还给山东各地市发展生态旅游

带来底气。

在日照市阳光海岸绿道，入夏以来客流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对

于本地市民而言，这里是晨练和周末休闲的城市公园；对于外地游

客而言，这里既有大海的浪漫，也有田园的惬意，更有城市书房、

创意咖啡店等多元消费业态。

从日照市往北不远，自驾游游客搜索“齐鲁天路”，便能在车

上一览鲁中山区秀美风光。这是潍坊市串联南部山区生态旅游交通

资源建成的自驾公路。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强告

诉记者，“齐鲁天路”规划总长 687 公里，沿线有近 30 家 3A 级以

上景区、35 个景区化村庄。上车赏景，下车品尝蜜桃、柿子等无公

害农产品，“齐鲁天路”已成为省内外自驾游爱好者的新目的地。

产品好不好，既要做好推广，也要注重内功提升。多年来，山

东旅游市场以“好客”品牌打响全国。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消费者

新的需求，山东聚焦提升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近期启动了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山东省旅游服务质量提升

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印发。此前还多次召开旅游领域

专家、协会、企业等参与的座谈会，围绕旅游服务业存在的服务意

识不强、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围绕提升服务质量，为

推动旅游住宿业提质扩容，山东探索开展“畅游齐鲁 乐宿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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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让旅游住宿不仅提供客房、餐饮服务，也提供旅游购物、

娱乐、休闲、康养、会议会展等综合服务。

今年以来，山东顺应年轻一代消费潮流，打造了一批夜生活、

“电竞+”、国潮文创等消费场景，让消费体验变得更好玩、更有

趣。运动赛事、特色邮轮等，已经成为“旅游+”拉动消费的新赛

道。

此外，山东省级财政统筹现有资金渠道，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推进入境旅游服务体系建设，面向日本、韩国以及我国香港、澳门

等主要客源市场开展推介营销活动。

及时根据市场发展变化进行供给调整，对市场热点和消费者需

求第一时间跟进，已经成为山东旅游从业者的“条件反射”。山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田延营表示，在传统旅游“吃、住、行、

游、购、娱”六要素基础上，山东将增加“健康运动”等新要素，

既注重开发“旅游+体育”业态，也注重扩展“体育旅游+”的多元

形态，通过“体育旅游+景区”“体育旅游+乡村旅游”“体育旅游

+红色旅游”等，激活旅游消费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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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制度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24 年 6 月 14 日 记者 王 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遗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非遗保护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

文化和旅游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好

非遗系统性保护，健全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名录体系、理论研究体

系、人才培养体系、传播推广体系、传承体验设施体系、数字化保

护体系。

完善政策法规，强化基础支撑，一直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构建

“四梁八柱”的重点。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系统部署

新时代非遗保护工作。国务院建立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20 个部委

参加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文化和旅游部出台《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31 个省份出台非遗保护地方法规，

很多地方还制定一批针对非遗门类或项目的单行法规。完善以各级

非遗行政部门带头，非遗保护中心、非遗馆、非遗保护协会为骨干

力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中央财政设立国家非遗保护

资金，累计投入 110 多亿元，用于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的保护传承活

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安排 20 多亿元用于实施国家级非遗保护利

用设施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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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调查记录，健全名录体系，是中国非遗保护持续向前的重

要经验。文化和旅游部实施非遗记录工程，支持对 2029 名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记录。开展黄河流域非遗专项调查。加强非

遗数字化保护，发布实施非遗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行业标准。完善

非遗名录体系建设。国务院公布 5 批共 1557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项目 10 万余项，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数量居世界第一。

认定 5 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068 名，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共认定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 10 万人。设立 23 个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全国有 210 多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加强传承梯队建设，培养后继人才，为中国非遗保护传承源源

不断注入活水。文化和旅游部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制度，支

持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交流活动。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传承活动进行年度评估和动态管理，建立退出机制。实施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帮助传承人提升技能艺能，开设

1330 余期培训班，培训传承人 4.86 万余人次，加上各地延伸培训，

共培训超过 10 万人次。推动非遗学科专业建设，21 家本科院校设

立非遗保护专业。

促进合理利用，推动融入生产生活，是中国非遗保护传承的实

践特色和成果。文化和旅游部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发布国

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对 14 类 383 个传统工艺项目重点支持，认

定 99 家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

进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支持各地依托非遗资源建设“非遗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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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技能培训，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全国建设“非遗工坊”6700 余

家，其中 2100 余家位于脱贫地区。举办“非遗购物节”“非遗品

牌大会”等活动，搭建销售展示平台。支持非遗有机融入古城、古

镇、古村及各类旅游景区、度假区，推出非遗特色鲜明的主题旅游

线路、研学旅游产品，在有效保护前提下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高质量发展。推进非遗保护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建立黄河流域、

大运河沿线、长城沿线非遗保护协调机制。

加强宣传推广，营造浓厚氛围，中国非遗保护传承获得全社会

高度关注和全民热切参与。文化和旅游部利用全国法制宣传日、宪

法宣传周等重要节点，广泛开展非遗法普法宣传、展示交流活动。

做好春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非遗展示活动。

举办中国非遗博览会、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等重要活动。指导举办

中国非遗保护年会，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型文化节

目《非遗里的中国》。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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