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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我
省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振兴，日前，省文体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三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
出，我省传统工艺涵盖衣食住行、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及医药、服饰等40余项，
振兴传统工艺，有助于传承与发展我省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促进就业，实现精准扶贫。根据《意见》，到2020年，我省传统工
艺的传承和再创造能力、行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从业者收入以及对城
乡就业的带动作用得到明显提升。 记者刘泽飞

《意见》提出，要建立海南省传统
工艺振兴目录。以我省国家级和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为基础，遴选具备一定传承基础和生
产规模、有发展前景、有助于带动就
业的传统工艺类、美术类、医药类项
目，实施动态管理，适时评估更新，对
列入振兴目录的项目，予以重点支
持。首批确立海南省传统工艺振兴
目录项目15个，具体如下：

一级目录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在国内有一定基础和市场，需
品牌推广及精品打造）：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海盐晒制技艺、海南椰雕、木
雕（花瑰艺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

二级目录13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在省内有一定的市场，
但影响力较小，需加大力度扶持）：龙
塘雕刻艺术、海南贝雕、黎族藤竹编
织技艺、传统土法制糖技艺、东坡笠
制作技艺、后安刀锻造技艺、椰胡制
作技艺、海南苗族传统刺绣蜡染技
艺、黎族“biang（音）酒”酿造技艺、黎
族医药（骨伤疗法、蛇伤疗法）、沉香
造香技艺、临高广船造船技艺、黎族
传统剪纸艺术。

品牌培育3项（知名度较高，在
全国有影响力和市场份额，但品牌包
装及行业标准需要提升提高）：文昌
鸡养殖与烹调技艺、海南粉烹制技艺
（海口海南粉烹制技艺、陵水酸粉烹
制技艺）、琼式月饼制作技艺。

首批确立传统工艺振兴项目，文昌鸡养殖与烹调
技艺、海南粉陵水酸粉烹制技艺在列

《意见》指出，要扩大我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完善省、市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
报、评审、考核机制。鼓励符合条件
的中青年人申报，并进入各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队伍，调动年轻一代从事传统工艺的
积极性，培养工匠队伍。各市县政府
要通过多种方式，为收徒授艺等传统
工艺传习活动提供支持，引导返乡下

乡、高校毕业生等人员结合自身优势
和特长，投身传统工艺、文化创意等
产业。到2020年，涉及传统工艺类
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项目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达3人以上、市县级
代表性传承人达5人以上。2018年
至2020年相关项目市县级代表性传
承人每年增加不少于10人，传承人
群增加1000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增加30人。

扩大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培养工匠队伍

《意见》强调，要加强传统工艺
相关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支持海
南师范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
具备条件的高校开设传统工艺的相
关专业和课程，培养传统工艺专业
技术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支持省
技师学院和省民族技工学校等具备
条件的职业院校加强传统工艺专业
建设，培养具有较好文化艺术素质
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积极推行现代
学徒制，创造条件建设黎锦、椰雕、
木雕大师工作室，鼓励代表性传承
人参与职业教育教学和开展研究。
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帮助传统工艺传
承人群提升学历水平。

《意见》鼓励传统工艺从业者
为自己的作品或产品署名或注册
商标，培育海南特色的传统工艺
品牌；支持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
南师范大学、海南技工学院、省民
族技工学校等省内高校将传统工
艺纳入高校人文素质课程；鼓励
在中小学校组织开展手工艺课
程。同时，我省还将开展黎、苗族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申报工作，
评定 1-3 个遗产丰富、项目集中、
特色鲜明、保存较好的黎、苗族市
县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争取 2020年前申报国家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

鼓励传统工艺从业者为作品或产品署名或注册商标

□记者罗晓宁通讯员吴孝俊

本报讯“王正佳7400元、王文尖6200元、李
莉梅2320元……”昨日下午，临高县和舍镇罗忱村
委会办公室庭院里，南卓村村民王正佳等71户贫
困户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这是他们今年入股
富康竹狸养殖合作社以来，首次获得分红，共分得
13.7万元。

今年1月份，临高县和舍镇科技副镇长谢国
森组织带领罗忱村的贫困户代表，赴广西、琼中等
地考察竹狸产业。让贫困户看到效益，吃下“定心
丸”后，采取“公司+合作社+银行+贫困户”模式，
在罗忱村委会武下村修建3亩竹狸养殖基地，抱团
发展竹狸产业。同时，带动群儒村、铺仔村一起发
展竹狸产业。

3月份以来，富康竹狸养殖合作社已投放两批
竹狸，养殖量达500多对，每对竹狸一年可产崽3-
5只，目前已产出幼崽100多只，养殖8个月便可出
售，市场价格每斤80元左右，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除了让贫困户每年领取合作社分红外，还要
发动贫困户自养，为其提供种苗和技术，贫困户养
殖竹狸出栏后，合作社可回收或由贫困户自行零
售，既可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增加其收入，又能
确保永续脱贫。”包点单位县工信局局长张余森表
示，年底将对每位有养殖竹狸意愿的贫困户资助
5000元，用于修建狸舍。

临高县和舍镇委书记黄振介绍，罗忱村委会共
有34户贫困户，已陆续脱贫退出32户。接下来，和
舍镇将继续发动更多农户发展竹狸养殖，形成“一村
一业”品牌，达到扶持贫困户，带富整个村目标。

临高和舍镇竹狸养殖见成效

71贫困户喜领分红

海口出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新华社电 记者从海口市政府获悉，海口市近

日出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由
镇级政府统筹使用，实现“一个水龙头出水”，以提
升资金使用效率。

据介绍，海口市通过支持贫困地区建立村级发
展互助资金等方式，帮助农村扶贫对象缓解生产
性资金短缺困难。同时，管理办法规定了专项资
金五大方面的具体用途。海口结合脱贫攻坚任
务，将资金全部下达后直接分配到镇，由镇统筹使
用，实现市、区、镇“直通车”和“一个水龙头出水”，
以便于资金监管和精准使用。

此外，根据管理办法海口市还建立起支出每日
报送制度，切实有效地推进扶贫项目进展。在确
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对贫困户危房改
造资金支付进度、农户提供物资的报账凭证等流
程进行创新，提高资金拨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