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府办发〔2018〕61 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资阳市传统工艺振兴实施计划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资阳市传统工艺振

兴实施计划》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25 日

资阳市传统工艺振兴实施计划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

通知》（国办发〔2017〕25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文化厅等部

门四川省传统工艺振兴实施计划的通知》（川办发〔2018〕47 号）精神，结合

资阳发展实际，制定本实施计划。

本计划所称传统工艺，是指具有历史传承和民族或地域特色、与日常生活联

系紧密、主要使用手工劳动的制作工艺及相关产品，是创造性的手工劳动和因材

施艺的个性化制作，具有工业化生产不能替代的特性。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和市

委四届六次全会决策部署，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资阳地域特色文化，以

支持手工制作技艺和特色文化创意产品为重点，创新文化惠民模式，促进传统工

艺与艺术、科技、设计及教育融合发展，丰富传统工艺题材和提升产品品质，牢

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

用。到 2020 年，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一批传统工艺振兴重点项目，建设一批传统

工艺产品孵化基地，培育一批传统工艺优秀工匠，打造一批具有鲜明四川特色的

传统工艺精品，四川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再创造能力、行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

力、从业者收入以及对城乡就业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提升，基本形成独具四川特

色的传统工艺振兴体系。



二、重点工作

（一）工艺目录建设。依托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相关机构，

以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为基础范围，以市场认可为导向，采

用专家评审机制，制定准入和退出标准，建立资阳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进行定

期跟踪和项目评价，实施动态管理。制定和实施市级传统工艺项目专项扶持计划，

通过政府采购、产业立项、财税减免优惠等多种方式，给予重点支持。鼓励各地

参照建立本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市财政局、市旅游发展委负责）

（二）工匠人才培养。组织开展传统工艺工匠人才评比活动，通过个人申报、

单位推荐、机构认定、社会公示的评审程序，以技艺精湛的中青年非遗传承人为

主要对象，评选命名一批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升年轻一代从事传

统工艺的获得感。依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和市、县两级文化馆及博物馆

（纪念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单位，为传统工艺收徒授艺、体验传习等活动

提供场所支持。积极开展传统工艺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活动，增强传统工艺

的社会认同。邀请传统工艺类企业到传习基地、场所等非遗传承集中地开展技艺

培训，为返乡下乡人员提供免费工艺技能培训，增强其就业创业能力。（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体育

局负责）

（三）研修研习培育。邀请川内高校及科研机构来我市开展非遗传承人群研

修研习培训或授课活动，组织传统工艺持有者、从业者等传承人群参加活动。争

取省文化厅在资阳建立传统工艺工作站，邀请川内高校及科研机构在我市建立传



统工艺实习实践基地，开展传统工艺精品的创意设计研发。积极争取各级、各类

传统工艺研讨会在我市召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市教育体育局负责）

（四）工艺学科拓展。鼓励和支持省内高校、各类职业院校开设涉及我市传

统工艺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创建传统工艺振兴教学基地，与技艺大师、非遗传承

人等合作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积极推行现代学徒制。支持将我市传统工艺纳入

川内高校课程和我市中小学相关教育教学活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教育体育局负责）

（五）孵化基地建设。依托我市现有创客基地和创业培训园区（基地），试

点建设传统工艺双创孵化基地，培育示范项目，引领传统工艺成果转化和企业孵

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传统工艺创新发展，完善我市传统工艺的载体建设体系。

鼓励省内外的企业、高校及研发机构在我市建立传统工艺孵化基地、示范园区和

项目集中地，帮助我市提升传统工艺水平。鼓励传统工艺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试点开发休闲旅游、购物商贸旅游、文化体验旅游和工业旅游等，打造传统工艺

特色小镇。鼓励依托传统工艺，设计形成的资阳特色文创产品，打造文创产品专

业市场。（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教育体育局、市

科技知识产权局、市旅游发展委负责）

（六）工艺品质提升。鼓励传统工艺传承人或相关企事业单位采用现代科学

技术，通过改进设计、改善材料、改良制作等方式，提升工艺产品的科技含量和

设计品质，打造石刻、竹编等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精品。支持参加传统工艺产

品设计大赛，鼓励在传统工艺产品设计和生产制作中，增加和融入创意元素，走



自主创新和品牌发展之路。引导工艺类企业、个人合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积极

开展国内、国际商标注册和保护。鼓励传统工艺从业者在作品、产品上署名或使

用手作标识，保护商业秘密和创新成果。（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市科技知识

产权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工商局负责）

（七）工艺品牌推广。组织参加传统工艺工匠人才创意设计展，加大宣传推

广力度。组织参加传统工艺再设计创新大赛，引领传统工艺企业走自主创新和品

牌发展之路。积极参加四川传统工艺线上线下推广平台，拓宽传统工艺产品的推

介、展示、销售渠道。鼓励旅游景区设立传统工艺产品的体验展销场所。鼓励我

市各类传统工艺在国内外大型文化会展、节庆活动以及旅游、商务等相关节会上

设立传统工艺体验展销专区。（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市商务局、市旅游发展委、市博览局负责）

（八）社会普及传播。依托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

馆、乡镇文化站以及社区文化中心等公共文化场馆场所，开展面向社会的传统工

艺展演、体验、传习、讲座、培训等各类活动，使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成为普

及推广传统工艺的重要阵地。支持大中小学组织开展体现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

传统工艺体验活动和比赛，提升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欢迎各大传统媒

体和新兴媒体宣传推广我市传统工艺，鼓励参加全国各地的传统工艺活动，争取

举办地方传统工艺类技艺技能大赛活动，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牵头，市教育体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

（九）文化生态优化。积极开展传统工艺普查工作，系统梳理我市非物质文

化资源，收集整理传统工艺项目相关文字、图片、视频资料，挖掘传统工艺项目



的内涵和价值。（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教育体育

局负责）

三、保障措施

（十）强化统筹协调。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建立健

全协调合作工作机制。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要结合发展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等工作，

积极探索振兴传统工艺的有效途径。各地要广泛开展面向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

下岗职工、城乡残疾人、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的手工艺技能培训，鼓励从事传

统工艺生产。

（十一）强化社会参与。支持成立传统工艺相关行业协会和社会团体，组织

开展传统工艺产品生产、质量、设计、商标、品牌等方面的研究。鼓励社会力量

兴办传统工艺企业，举办传统工艺的宣传、培训、研讨和交流合作等活动，建设

传统工艺展示、传习场所和公共服务平台。鼓励非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文化人

士等参与传统工艺推介提升活动，拓宽宣传推介渠道，扩大社会参与面。

（十二）强化金融服务。鼓励市、县财政通过贴息、补贴、奖励等政策措施，

激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传统工艺类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支持金融机构

发展普惠金融，开发适合传统工艺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向中小微传统工

艺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创业担保贷款，加强对传统工艺企业、组织和个人的投融

资支持和服务。调动个人、企业和基金会的力量，为传统工艺的保护、传承与创

新筹集社会资金。



（十三）强化政策支持。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对符合规定的传统工艺相关项

目以及特色文化产业传统工艺发展予以支持。加大市级非遗保护专项经费向传统

工艺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支持倾斜力度。完善传统工艺集中地基础设施建设，加

强各级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术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国家级、省级传统工艺大

师传承传习场地建设。列入四川省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的传统工艺企业，符合现行

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将

传统工艺人才培训计划纳入乡镇工作站培训项目，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名录，

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