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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工信函〔2024〕98 号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第 133342号提案答复的函

周雪清（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瞄准“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山市工艺

美术馆的建议》（提案第 133342号）收悉，经综合市农业农

村局、文化广电旅游局，五桂山街道意见，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各位委员对我市工艺美术行业高质量发展建

言献策，第 133342号提案阐述了我市文化建设和工艺美术

产业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对策建议，并提出了依托中

山市博物馆建设中山市工艺美术馆、活化古建筑打造中山市

工艺美术馆的工作室群、工艺美术馆建设主动述说“乡愁记

忆”建设成为教育基地等建议，所提对策针对性和实用性强，

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关于“依托中山市博物馆，建设中山市工艺美术馆”

的建议答复

赞同该建议工作思路。建议提出依托中山市博物馆，建

设“中山市工艺美术馆”，并突破“固定馆址”的惯用思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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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灵活设馆”的散点建设，采用“综合建设总馆+散点建设镇

区分馆”的思路，让工艺美术馆建设走进镇区。该建议在建设

思路上很有突破性，但鉴于市博物馆的建筑主体展区建设早

已完工，室内空间布局已定型，馆内固定展陈空间和功能布

局恐怕难以有效支持“中山市工艺美术馆”的规划布局。建议

在中山市博物馆周边的选择适当空间，如在孙中山纪念堂内

建工艺美术博物馆，形成连片效应互相带动。

二、关于“活化古建筑，打造中山市工艺美术馆的工作室

群”的建议答复

赞同该建议工作思路。我市坚持做好文物建筑本体保护

修缮、历史风貌维护、旅游文创开发、文化传承发展等工作，

并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文物保护和合理适度利用。

目前正在推进的香山古城孙文西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化

项目，遵循历史环境再生，新旧共生的设计理念，城市空间、

生活场景、生态环境、文化再现等方面，依托重点地标串联

展现街区的商业文化特色、民俗文化特色和岭南街巷特色，

打造有历史韵味的公共空间，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运营，规

划形成传统老字号、文化展示展览、镇街特色商业、旅游商

业服务等以文化为主导的四大类业态类型，让历史文化街区

焕发新的生命力。

各镇街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打造出一批各具

特色的香山书房、村史馆、家训馆、好人馆等，在弘扬文明

乡风、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乡村还利用

本地的文物资源开发乡村旅游景点，发展乡村旅游，增进农

民就业，繁荣农村经济，其中南朗左步村等入选全国乡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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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重点村，南区曹边村等成功创建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

下阶段，将鼓励社会力量将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技能

大师工作室、乡村工匠工作室进驻建设乡村古建筑，让老祖

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与工艺美术相融合,使文物保护成果更

多惠及人民群众，推动工艺美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关于工艺美术馆建设主动述说“乡愁记忆”—建设成

为教育基地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我市目前积极开展非遗工艺美术产品

开发和推广工作，举办了“2023年中山市第二届非遗文创设

计大赛”。大赛发动各地设计力量，特别是中山本土设计师、

各类设计院校师生、设计企业等充分参与其中，共同推进中

山非遗工艺美术类项目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共征集了

315件非遗实物文创作品，经过专家评委的初、终评审，最

后有 52作品获奖并进行展出，其中中山市聚艺堂工艺品有

限公司的工艺美术作品《和谐》为金奖，中山市鸿庭轩古典

家具有限公司的木雕工艺品《吉祥如意》为银奖，《丰收》、

《全家福》两项猛犸牙雕为铜奖。目前，为给来中山的游客

提供更好、更贴心的服务，在部分高速服务区双向设置了旅

游咨询点，每逢法定节假日在咨询点安排工作人员放置一定

数量的工艺美术品，为往来游客介绍中山历史文化，派发宣

传资料。同时，在中山兴中广场等繁华商圈、商业街设立“非

遗小屋”旅游打卡点，向市民和游客展示粤绣、小榄民间剪纸、

花灯制作技艺、广东传统建筑陶塑瓦脊等非遗实物，扩大中

山非遗知名度。

围绕岐澳古道活化利用，我市积极开展岐澳古道沿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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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修复，对古驿道两侧 1公里范围林地及沿线乡村绿化用地

开展林相改造，充分发掘岐澳古道沿线历史遗迹、红色印记、

古村落，完善周边步行径建设，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得到进

一步完善；“中山岐澳古道历史文化探寻之旅”也成功入选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并承办多届中山市越野赛、徒步赛等

活动。岐澳古道文旅资源已纳入环五桂山文化带建设中，下

一步，将积极配合流动文化驿站建设工作，提升农家书屋、

绿道沿线驿站的综合功能，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专区，

加强对白口莲山歌、五桂山土沉香生产与制作技艺的宣传和

推广，为推动文化传承、坚定文化自信作贡献。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中山工艺美术行业高质量发

展工作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7月 29日

（联系人及电话：陈俊，8830674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农业农村局、文化广

电旅游局，五桂山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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