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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的思考

周治来

重庆市江津区文化和旅游发展服务中心，重庆市江津区，402260；

摘要：本文聚焦江津区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阐述了当地在普查、资源库建设、文艺创作、文旅活动等方面

的现状，剖析存在认识不足、队伍薄弱、经费短缺、“两创”力度弱等问题。提出保护利用目标与原则，给出深

化普查登记、夯实保护基础、建构智慧体系、强化合理利用、健全保障机制等具体措施，旨在推动江津民间传统

文化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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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统文化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物

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集体智

慧，具有多元性和独特性，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与集

体记忆。保护传承民间传统文化，是了解一个国家和地

区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有助于建立文化自尊，维护民

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确保文化生态的平衡与繁荣；

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助于增强各民族、

各阶层之间的凝聚力，维护社会稳定；是激发创新灵感

的源泉，对现代文化艺术发展有重要影响；能助力文化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文化品质提

升，打造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江津特色文化品牌。

1 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

上世纪八十年年代，江津县文化主管部门相继组织

开展了江津县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武

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成果丰硕。共收集民

间故事 1964 篇、歌谣 4111 首、谚语 1743 条、《歇后

语》等 10032 条。1989年编印成《重庆市江津县卷·中

国歌谣谚语集成》和《中国民间故间集成·重庆市江津

县卷》。收集民间舞蹈主要有 6类 24 个舞种，如草龙

舞、高台狮舞、车车灯舞、端公庆坛舞、芦笙舞、蚌舞、

梆梆舞、莲宵舞等。先后开展了四次文物普查。截止 2024

年底，建立了《江津文物资源数据库》《江津非遗数据

库》等原生态资源库，登记登录不可移动文物 835 处、

国有文物 33564 件，市级非遗 36项、区级非遗 136 项。

相继出台过关于保护文物安全、传统庄园保护利用

方面的实施方案和通知。开展了系列保护利用文化遗产

的专项课题研究，如《地域文化创新发展研究》《传统

庄园保护利用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江河文化与江津

特色文化研究》《江津渝黔古道文化调查》《江津民间

传统文化调查》等。积极鼓励文艺家在民间传统文化中

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先后创作音乐《米花儿香》《永

兴吆喝》《四方温情传四方》、舞蹈《古寺禅“韵”》

《火兜》《塘河古韵》《打盆》、现代川剧《塘河嫁》

等文艺作品屡获大奖；编撰《江津古今诗词选集》《四

面山民俗》《江津名人》《江津民歌》等系列文史资料，

出版《联圣钟云舫》《明北极勋臣江渊》《江津往事》

等系列文学作品。打造“一镇一品”特色文旅活动，举

办千米长宴、闹元宵、端午龙舟、川主庙会、旱龙舟山

歌会、民俗大巡游、铁水焰火晚会等文旅主题活动 60

余场，7个镇街获评“重庆民间文艺之乡”殊荣；积极

参加重庆文博会、重庆市非遗博览会、文化遗产月等活

动，举办文化非遗展示展演、文物鉴赏、文化知识讲座，

全面推介江津系列传统文化活动和资源。

2 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存在问题

2.1 认识不足，保护传承力度不强

全社会对江津区民间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不高，对文

化遗产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不了解，对文

化遗产的显性价值和潜在价值认识不足，保护传承观念

淡薄。目前我区尚未出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合理利

用实施办法》，没有建立针对性强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激

励机制，具体举措不全面、未成体系、力度不强。

2.2 保护传承队伍力量薄弱

全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量薄弱，编制和人员不足，

缺乏专业人士。基层文化协管员没有得到有效培训，没

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人匮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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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技艺失传的危险。各民间艺术的传承人断层、年龄老

化现象严重，从事民间艺术研究的人才奇缺，培养新生

代传承人难度大，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承人在人才资源上

已经出现断层。

2.3 没有专项经费保障

全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技艺、非遗传承人、特色

民俗文化活动等缺乏专项保护传承资金。

2.4“两创”力度不足

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力度不足，缺乏精品力作。

一是文化创作氛围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有关单位

在传统文化创作方面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成效

显著。但从全区、全社会整体来看，创作氛围还有待进

一步提升，聚焦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土壤还有待进一步

培育。二是协会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部分文艺家协会

作用发挥不充分，采风、学习、研讨活动等开展次数不

多，针对传统文化的文艺创作能力还不强，缺少反映本

土传统文化的精品，导致全区文艺创作呈现出不平衡状

态。三是荣誉数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涉及传统文化的重

大荣誉事项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文联

和中国民协联合评选的“山花奖”、文化和旅游部评选

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等，目前我区还是空白。四是

文化传承的热情有待进一步激发。虽然目前我区制定了

一些鼓励传统文化保护利用的政策和办法，但是刺激力

度还不够，从内心深处激发大家开展相关工作的机制还

不够完善。

3 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目标与原则

3.1 总体目标

区政府出台《江津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

实施方案》，建构我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较为完善的框

架体系，将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纳入体

系之中，促进民间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实

现文化遗产资源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谐共生，助力

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2 阶段性目标

开启新一轮民间传统文化的普查工作，在短期内实

现文化遗产的系统梳理与评估，中期完成重点项目的保

护与修复，长期则致力于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与传承发

展，逐步构建完善的保护利用体系，促进文化与经济社

会深度融合。

3.3 保护利用原则

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应遵循真实性、完整性原

则，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历史信息与价值得以传承；同

时，坚持可持续性原则，合理开发，避免过度商业化，

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生。

4 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的具体措施

4.1 深化文化遗产的普查与登记

对区内所有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质）进

行全面、系统的普查，详细记录其历史背景、现状、价

值等信息，并建立文化遗产登记档案，确保每一处文化

遗产都得到准确的识别和有效的保护管理。

4.2 夯实保护利用基础

科学制定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明确保护

范围、目标与期限，细化保护措施与责任主体。规划需

融合地方特色，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确保文化遗产得到

系统性、可持续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持续完善文化管理

机制，不断增强江津传统文化的原创力、引导力、竞争

力，坚定文化自信，深刻体验和把握传统文化的创新实

践，进一步激发灵感、创造精品。要把弘扬民间传统文

化工作的主战场放到社区、学校、园区，搭建广大群众

和中小学生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平台，支持和引导基

层单位和组织开展相关传承弘扬工作。

4.3 建构智慧保护体系

采用数字化记录、存储与监测技术，精准捕捉文化

遗产现状；运用 AR、VR 等数字技术再现民间传统文化

原貌；推广生态保护理念，减少干预，实现文化遗产的

可持续保护与传承。

4.4 强化合理利用措施

1.构建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时准确把握群

众多样需求，针对性调整公共文化供给产品，把群众满

意度作为衡量文化产品和服务效果的重要依据。引入市

场竞争机制，推进传统文化服务社会化，形成多方供给、

有序竞争的良好格局，激发民间传统文化活力。鼓励群

众自办文化，支持成立各类群众性传统文化团队，为民

间传统文化队伍提供展示交流平台，实施基层传统文化

品牌建设项目，吸引更多群众参与传统文化活动，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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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热情。

2.狠抓传统文化队伍建设。加强培训，制定传统文

化人才培训计划，从实际出发，区分对象层次，有针对

性地搞好培养，努力为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强化激励，完善传统文化人才激励政策，积极协调有关

部门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资助，保

障传统文化人才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其作品的文化价值

认可。强化管理，充分发挥考核、监督等约束作用，引

导传统文化工作队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

化对传统文化队伍完成本职创作任务的跟踪问效，强化

传统文化队伍的职业道德和作风建设。

3.创造性开发文旅新产品。深入实施“传统文化+”

项目，推动传统文化与科技、旅游、建筑等相关产业融

合，不断拓展发展领域，持续优化产业结构。除继续打

造“一镇一品”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外，还要积极开发互

动参与、深度体验、研学探秘等民风民俗特色体验之旅

活动。打响特色品牌，以品牌彰显文化优势、文化价值

和文化魅力，做大做旺“东方爱情节”“千米长宴”“白

沙闹元宵”等已有品牌项目，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市场化

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文化遗产活

态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4.拓展传承推广的途径与方法。加强民间传统文化

保护利用的教育宣传，将文化遗产知识纳入学校课程、

干部培训教程，举办民间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巡展巡

演，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组织文化遗产日活动，

提升公众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与利用的良好氛围。

强化社区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参与度，通过举

办文化节庆、传统技艺工作坊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培

训活动，激发群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促进

民间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让文化遗产成为连接过去与

未来的桥梁，深植于社区生活之中。

4.5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1.建立政策法规保护体系。加强《文物保护法》《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教育宣传，提高干部群众法律

意识，确保各项保护措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遵循国

家及地方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制定《江津区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实施方案》，为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提供具体可施的法律保障。

2.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

投入，要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管理业务经费纳入本级

政府财政预算，并做到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增长。

要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在政策、措施上鼓励社会团体、

企业和个人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捐赠，努力形成政府

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经费投入机制。突出保护重点，

对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要在政策

和资金上给予倾斜，促其发扬光大，不断创新，服务社

会。要加强对传承人的资助，给予民间艺人生活补助以

及必要的传承经费，使民族民间文化得以薪火相传。

3.建立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专业人才，

同时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吸引国内优秀专家加入。建立

激励机制，提升人员专业水平，确保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工作有坚实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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