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广旅函〔2023〕68号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第 132146 号提案答复的函

熊晋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让非遗文化在春节绽放的建议》（提案第

132146 号）收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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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6项、省级非遗项目 20 项、市级非遗项目

58 项，我局认为，让非遗文化通过春节走进公众，丰富群众的

文化生活是十分有必要的。该提案剖析了我市目前庆贺新春活

动较为冷清的原因，并提出让非遗文化在春节绽放，营造浓厚

喜庆节目氛围的建议，我局表示赞同，将对此建议采纳、吸收。

一、关于体验“非遗”新年习俗应成为文化传播的路径的

建议

我局赞同该建议，在对体验“非遗”新年习俗应成为文化

传播的路径方面，为让中山广大市民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年味浓郁的新春佳节，2023 年春节期间我局策划推出了“春游

中山满城芳”主题系列活动，联同中山市各景区、文旅场馆、

镇街推出文旅节庆活动超 300 项，为大家奉上一场非遗年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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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具体如下：

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三，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现场展演

活动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市博物馆、中山影视城景区轮番登

场，为大家奉上醉龙舞、醒狮舞、龙狮舞等精彩现场非遗展演；

同期，各镇街也通过展演、巡游、交流体验等活动形式，让游

客市民近距离感受非遗民俗文化的艺术魅力，如石岐街道在石

岐文化公园、孙文西路步行街举办“福兔迎新 岐乐融融”石岐

迎新春活动；西区街道在天悦城广场举办“党群同心 文明健康

过春节”新春游园过大年暨非遗民俗展演巡游活动；小榄镇在

小榄体育馆南广场、高沙文体广场举办龙狮欢乐展演；沙溪镇

举办“我们的节日—春节”2023 年沙溪镇圣狮村新春响锣及民

间艺术巡游活动;黄圃镇在黄圃镇横档村举办省级非遗项目—

—黄圃麒麟舞新春巡游团拜活动等。正月初六至初七，板芙镇

里溪村安排逛新春非遗墟市、购非遗手信、品尝非遗美食活动。

正月初九，南头镇举办“慈善花灯酒会”，当地乡亲纷纷竞相投

灯，筹得善款 36 万余元等等。正月十五，第 36 届慈善万人行

巡游活动在兴中道隆重举行，国家级非遗项目南朗崖口飘色、

六坊云龙舞、龙舞（醉龙），省级非遗项目彩扎（中山起湾金龙）、

三角麒麟舞、鹤舞，市级非遗项目中山罗梁醒狮等 10 支巡游队

伍共 620 人参加巡游，让中山广大市民感受中山慈善博爱的社

会风尚的同时，充分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

虽然我市策划多项庆贺新春活动，但仍然与群众对新春喜

庆活动的期待有所差距，下一步，在采纳、吸收提案的相关建

议后，我局将联合有关部门、相关镇街提前谋划 2024 年新春非



遗节庆活动，营造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一是提前谋划，统筹

各镇街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精品示范乡村等，举办系列节庆

活动，丰富全市文化服务和旅游产品供给，让市民享受丰富文

化大餐。二是策划新春非遗专题系列活动，让观众零距离感受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乐享“非遗”盛宴。三是通过微信视频

号、抖音等网络平台展播中山市本地丰富的年俗活动，并广泛

发动社会公众参与，支持网友参与互动交流，让人民群众“云

端”感受欢庆、喜庆、祥和的中国年氛围，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四是继续组织非遗民俗文化队伍

和表演队伍参与慈善万人行巡游活动，弘扬我市优秀传统非遗

文化。

二、关于发挥文化传播志愿服务功能，推进“非遗”走基

层进社区，连接现代生活的建议

除庆贺新春活动外，为弘扬传统非遗文化，不断增强群众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感受传统技艺之美，我局在发

挥文化传播志愿服务功能，推进“非遗”走基层进社区，连接

现代生活方面，我局已经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开展非遗文旅志愿者进校园活动。

为切实加强对中山市青少年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进一步有效提升中山市各学校课后育人水平，满足学生多

样化需求。中山市文化馆 2022 年成立中山非遗文化和旅游志愿

者分队，组织中山咸水歌、醉龙舞等 26 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共 46

名非遗文旅志愿者开展进校园公益培训活动，让中山市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成为“非遗文旅志愿者”走进校园、走上讲台，使



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非遗、体验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

全市“非遗文旅志愿者”进校园活动涉及中小学超过 40 间，进

校园活动场次达 720 次。

（二）系统举办非遗展示展演体验活动。

2022 年为让市民充分体现和参与中山的非遗活动，我局通

过以下方式让市民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一是在重大

节假日利用多媒体平台，结合线上+线下，策划举办了元旦嘉年

华直播、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等 13 场“我

们的节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系列活动；二是在周六日利用

文化馆活动阵地，举办“传统文化体验日”公益活动,邀请各项

当季、应节的传统文化项目开展技艺展示、教学、互动等活动，

让市民亲身体验非遗魅力。从 2017 年开始平均每月一场的体验

日活动，受到市民的广泛欢迎，成为一项独具特色的周末亲子

活动,2022 年开展了五桂山沉香技艺、隆都芦蔸粽制作等 10 场

“非遗体验日”系列活动；三是与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分公司联合举办“我和我身边的非遗”中山市首届

非遗主题小视频大赛;等等，全年中山市各类非遗展示展演体验

活动受益群众超过 20 万人次。

结合代表们的建议，下一步我局将在如下方面继续推动有

关工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非遗保护意识。充分利用好传

统节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特定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非

遗宣传推广活动。二是利用好各级非遗传承阵地，通过制作非

遗宣传版面、出版非遗宣传书籍、开展网络宣传等形式，提高

非遗项目在当地乃至全市群众中的知名度。三是继续开展好“非



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系列传承活动，进一步扩大非遗文

化的宣传范围，提高保护非遗的意识。特别是通过做好非遗传

承人到校园开班授课工作，以第二课堂等形式，培养青少年学

生对非遗的兴趣。

三、关于积极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相结合的途径的建议

我局赞同该建议，在积极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途径方面，我局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积极在校园建立非遗传承基地

为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我

局依托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项目建立各级非遗传承基地。

目前我市共建有省级非遗传承基地共 6个，其中在中山市小榄

镇胜龙小学建立了中山咸水歌的省级传承基地；共建有市级非

遗传承基地 49 个，其中在 13 所职业学院、中、小学建立中山

民歌项目传承基地，在 11 所小学建立三角麒麟舞、西区醉龙舞、

中山罗梁醒狮、起湾金龙扎作技艺等项目传承基地，在 2所幼

儿园建立沙溪四月八传承基地，在 1 所中职院建立小榄刺绣传

承基地，在学校建立的市级传承基地占全市市级非遗基地总数

的 55%。现我市市级非遗传承基地的辐射面从幼儿园至高校、从

社会团体至企事业单位，以多层面、多方位的推进我市非遗文

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

（二）组织参与“非遗进校园”优秀案例征集活动

为提高青少年对中山非遗的认识，我局近年来一直积极开

展了“非遗少年说”活动，我局联合市教育和体育局、市团委、



市少年先锋队等单位于 2020—2022 年期间组织参与了“非遗少

年说”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少年演

讲展示活动，广泛动员全市学校和相关单位积极参与，三届活

动我市在全省均取得较好的成绩，第一届活动共有 17 人获入围

奖、5人获优秀奖、3人获非遗少年达人·小能手、3人获优秀

指导奖；第二届活动共有 1人获优胜奖、2人获网络人气奖、1

人获优秀指导奖；2 个单位获优秀组织奖；第三届活动共有 2

人获一等奖，1人获二等奖，3人获三等奖，7人获优秀指导奖；

这些举措切实加强青少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同

时推动我市非遗保护传承事业蓬勃发展。

（三）每年常态化举办中山市民歌民乐大赛

自 2007 年起，我市一直坚持每年举办一届“中山市民歌民

谣大赛”，如今这个赛事已经成为了我市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文化

品牌活动，大赛的参赛者以中小学生参赛为主。同时大赛的形

式也在不断创新，如在 2013 年举办了“青少年民歌民谣创作大

赛”，在 2014 年举办了“中山市咸水歌对歌大赛”。2019 年，为

了同时扶持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举办“中山市民歌民乐大赛”。

2020—2022 年由于疫情影响，大赛通过文旅中山、中山市文化

馆微信公众号发动并征集参赛节目，并以线上短视频采取“云

海选”方式进行，在中山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进行展

演与评选。同时为确保参赛作品质量，决赛采取统一录制，网

络投票及专业评委评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选，以增加中山市

民的参与度和扩大活动影响力。今年 6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

间继续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办中山市民歌民乐大赛，



受到市民广泛欢迎。

结合代表们的建议，下一步我局将在如下方面继续推动有

关工作：一是积极开展民歌传承基地交流展演活动，组织中山

民歌传承基地在各镇街场馆开展交流展演活动，通过相互交流、

展演，促进基地之间的合作，提升民歌传承基地的传承教学水

平，促进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课堂和课外艺术实践活动

的开展。二是举办广电 5G 杯“匠心非遗 文创中山”2023 年中

山市第二届非遗文创设计大赛，推进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

利用与活态传承，让非遗元素在生活中更好地应用。三是完善

非遗传承人培育和传承工作机制，切实做好非遗传承人培育和

传承工作，积极开展各级非遗传承人的申报工作，不断壮大非

遗传承人队伍，优化传承人年龄结构，形成年龄结构合理的梯

次配备，促进非遗项目技艺有序传承。四是扩大非遗传承活动

受益范围和影响范围，让全社会接触非遗、关注非遗。针对不

同类别的非遗爱好者群体，开展不同主题研修课程，做好非遗

传承人群体培养工作。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关心

支持！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2023 年 8 月 9 日

（联系人：林伟杨，0760-88333643）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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