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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管委会，

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已经市委常委会

第 102 次会议、市政府第 51 次市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此件主动公开） 

泉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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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闽南民系

（包括在地居民）在其生活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中所创造出

来的一切社会文明成果。由于自然环境的区别、经济类型的不

同和精神信仰的迥异，我国各个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成了

各自的鲜明特色，并由此构成了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体系。闽

南地处海峡西岸，不同历史时期南移的中原文化与土著的古闽

越文化、舶来的域外文化数度交融、层层积淀，形成并发展了

闽南文化。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贸易发达，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

大港，闽南成为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先发地区，闽南先

民藉和平的“海上丝绸之路”，率先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

（附录一：《闽南文化流播图》）。郑成功驱荷复台以后，闽南人

大量移居台湾，带去了自身的文化，并在交流与融合中不断沿

袭发展，形成了具有两岸共同特点的闽台区域文化。近代，海

外侨胞也将侨居地不同的文化带回闽南。闽南文化在交流中保

持地方文化根本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也走向兼容并蓄，其爱家

爱乡与民族认同、崇尚传统与吸收创新、安土重迁与海外移民、

开拓拼搏与冒险犯难、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等文化性格的统一，

无不体现闽南文化守成与开放的兼容性品质。长期以来，闽南

文化以其丰富的积淀、深厚的根基、独特的魅力，培育、滋养、

联系和吸引着广大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鲜明地向世人昭示了

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手足情深的历史渊源。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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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文化，对促进两岸同胞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增强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具有其他地域文化

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闽南文化的核心物种，是闽南先

民的杰出创作，是生存在当下、传承在闽南民系的活态文化。

我们的祖先在文明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

产，这其中既有以物质形态存在的遗产，也有以口传心授为主

要传承方式存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地区闽南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中原古汉语与闽越语、外来语融合的

闽南方言文化；以陈三五娘等民间传说及存量丰富的泉州歌诀

（童谣）为典型的口传文化；以谱牒、祭祖习俗为载体的祖先

崇拜文化；多教并存的宗教文化；两岸同胞共祭的妈祖、关帝、

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广泽尊王、萧王爷、青山王等民间信仰

文化；明代思想家李贽，民族英雄郑成功、俞大猷及爱国将领

施琅，理学家李光地等闽南先贤文化；音乐活化石泉州南音、

南戏遗存梨园戏、蜚声世界的木偶戏、艺术个性独特的高甲戏、

珍稀的宗教仪式剧种打城戏和承载闽越族遗风的拍胸舞等传统

表演艺术文化；南派剪纸、木偶头雕刻等传统美术文化；特色

蟳鲜明的惠安女、 埔女服饰和中秋博饼、闽南茶道等生活习俗

文化；举世闻名的惠安石木雕刻、中国三大瓷都之一德化的瓷

烧制、远销国内外的铁观音茶制作等传统技艺文化；南少林五

粬祖拳武术文化；老范志神 、灵源万应茶、永春养脾散等养生

医药文化；泉州名小吃等饮食文化；闽南古厝、庙宇、祠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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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文化；宋元明的港口遗址、祈风遗存与仪典、水密隔

舱福船制作等海洋文化；华侨教育、商会、批局等华侨文化。

闽南文化遗产的精神生命和表现形式，至今仍然传承延续于闽

南地区、大陆其它部分地区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世界

其它地区闽南人的生活方式之中。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根据《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

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确定 10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规划，经文化部在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2007 年 6 月 9

日）公布，以闽南的泉州、漳州、厦门为特定区域的我国首个

文化生态保护区。由于初期为试验性阶段，因此暂定为“闽南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对以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核心的、具有突出特色和价值的闽南文化进行整体性保

护，是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和整体性特征而采取的

一种科学保护措施。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

迅猛发展，闽南文化与中华文化一样，其生存及其赖以生存的

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从这一点上来讲，保护闽南文化生态的意

义深远，为闽南文化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刻不容缓。闽南文化

生态保护区不仅保护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文学、传

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舞蹈、传统戏曲、曲艺、杂技与竞技、

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也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密切相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载体的有形物质文化

遗产，同时保护文化遗产生存、传承的特定自然和文化环境。

建设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推动生态文明与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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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们文化自觉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中华文化多元

一体格局发展和繁荣。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泉州，是闽南文化主要发祥地

和闽南文化遗产的富集区,以“多元文化宝库，海峡西岸名城”闻

名于世，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至 2009 年底，泉州市常住

人口达到 786 万（户籍人口 680 万），是祖国大陆人口 多的闽

南人聚集区，也是全国著名侨乡、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历

史上，泉州是闽南地区 早设置行政建制的州府。台湾的 初

行政设置也是隶属泉州府。金门的行政设置至今仍隶属泉州市。

由于这种历史渊源，使得泉州与闽南方言区内各个地区之间文

化特征具有高度的关联性；由于这种关联性而形成的特殊历史

站位，泉州应发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作用以及承担

起相应文化义务（附录二：《泉州市行政区域图》，附录三：《泉

州市主要文化遗产分布图》，附录四：《泉州市行政区划及其地

理环境》）。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关于支

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和

有关规定，按照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的指导意见》要求，特制定本建设规划，用以具体指导全市闽

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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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构建科学有效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

体系，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

族凝聚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

海峡两岸交流合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二）基本方针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将文化遗产

保护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真实性和整体性，防止对文化

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努力使文化遗产在社会上得到确认、

尊重和弘扬。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努力寻求文化遗产

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的平台扩大规

模与集聚资金,实现文化遗产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把对文化

遗产本体的发掘抢救、扶植、保护和发展同为其提供生存的生

态支撑条件，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结合

起来，更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闽南文化的保护，不仅

仅是对其项目本身的保护，更要保护其生存的生态环境。 

（三）基本原则 

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之

一。保护区建设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永续发展。 

2、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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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保护过程中合理利用，在合理利用过程中得到更好保

护。 

4、以人为本，保障和实现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5、群众是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体。 

6、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统筹规划、协调发展。 

7、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二、保护范围、保护内容、保护目标 

（一）保护范围 

泉州市行政区域内，闽南文化产生、发展、传承的地缘范

围。 

（二）保护内容 

1、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贯彻落实国家保护传承人的相关条例，制定传承人认定标

准与认定程序；认定、命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明确传承人的权利及义务；严格遵守相关知识产权法规，维护

原创者、传承者的权益（附录五：《泉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附录六：《泉州市市级以

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整体保护文化遗产 

（1）继续做好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全面了

解和掌握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

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社会公布普查结果。 

（2）保护好目前已认定的 1 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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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国家级、61 项省级、97 项市级、194 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附录七：《泉州市县级以上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附录八：《泉州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

的主要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今后陆续普查发现的项目。 

（3）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存在和活动空间。要注重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相关的物质载体、活动空间的保护；原居住民的生活

习俗与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及自然景观相结合保护；有关自然

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与祭典、节庆等有关民俗活动相结合保

护；传统医药、百年老字号、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技能及其

作品融入生活中保护。 

（4）分类指导，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对目前

仅存活于个别地区或个别家庭、个人，为不可再生的、或面临

人亡艺绝濒危状态的项目（如打城戏、李尧宝刻纸、水密隔舱

福船制造技术、泉州竹编等）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对具有重大

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能集中反映当地原生态的民

间文化特色的项目进行重点保护；对目前已采取措施抢救、状

态较为稳定的项目，进行扶持性保护。对已经消亡的文化遗产

项目，深入调查发掘，进行补救性的记录。 

3、优化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保护注重文化与环境关系。在保护区内试行灵活

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培育一个有利于文化遗产保存、保护和发

展的政策环境；鼓励社会宣传、研究、传习、保护闽南文化，

营造一个尊重传统文化、尊重传承人的社会环境；承认“保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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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的前提”的观点，形成有利于闽南文

化保护的语言环境；设立专项资金，为文化遗产的保存、传承、

发展、交流创造一定的资金支撑环境；设立闽南文化学科，落

实乡土文化师资教材建设，大力提倡乡土文化课程进大、中、

小学校，形成传统文化传习、研究的教育环境；举办各种文化

交流活动，简化保护区内民众赴台、出国交流手续，形成更为

活泼开放的对外交流环境。 

（三）保护目标 

1、到 2012 年，初步建立一套确实可行的文化遗产整体性

保护制度和运行机制，建设一批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设

施，改善文化遗产保存、保护的环境，濒危和重要的文化遗产

以及一批传承人得到有效的保护，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

断提高。 

2、到 2015 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较为完整的基础设施，文化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文化遗产

和传承人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普

遍提高。 

3、到 2020 年，实现保护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网络化、

法制化。相当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达到国家标准，文化遗产和

传承人在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得到完整的保护和传承，保护

文化遗产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优秀文化遗产的精

神和智慧融入现代生活。 

三、保护方法、保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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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保护方法 

1、复苏原生态民俗活动 

（1）民俗活动是保护文化遗产的 有效方式之一。民俗是

文化的根，是民族文化的基础。节日习俗、庙会习俗、人生礼

仪习俗、集市贸易习俗、集体生产习俗具有自发性、群体性民

俗特征。加强民俗生态的保护，使文化遗产在生活中自然传承。 

（2）节日是民俗的文化时空。充分发挥闽南重要节庆如春

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

阳节等作用，由民众自发或组织节庆活动，让传统表演艺术、

造型艺术、杂技与竞技、传统饮食等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得到

原生态的保护。 

2、促进全社会文化自觉 

（1）继续完善包括《泉州南音基础教程》在内的闽南文化

乡土教材编写、修订、出版工作，在学校进行普及型教育。在

学前教育机构开展闽南歌诀（童谣）和闽南游艺教学；在小学

开设方言、传统艺术、传统技艺课程；在中学开设闽南民俗、

乡土文化等课程。举办中等或高等的闽南艺术、工艺、技术职

业院校，并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学生就读。 

（2）与大陆、台湾著名高校联合培养闽南文化高端研究人

才，重点造就学科领军人物。在本地有条件的高校设立闽南学

（泉州学）文化学科方向，培养本科生，进而培养硕士生、博

士生，并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学生就读，培养一批保护文化遗产

的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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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级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文

化站等公共文化机构要加大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力度，想方设

法采集、收藏、整理、展示闽南文化的艺术品、文献手稿、资

料以及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器具等可移动文化遗产，以展示、

传播方式教育群众认识本土文化。 

（4）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要重视对文化遗

产及其保护工作、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的宣传展示，

普及保护知识，培养保护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营造

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3、推进海峡两岸闽南文化交流 

海峡两岸文化同根同源，闽南文化是维系两岸人民的精神

纽带。与台湾同胞共同举办各种寻根谒祖、谱牒对接、晋香祭

典、旅游观光等活动，进一步营造两岸一家亲的民俗氛围。从

实际出发,制订一些特殊政策,有计划地开展两岸的各种文化研

讨与交流活动,设立闽台文化交流基金,扶助上岛交流的文化项

目,举办海峡两岸艺术节等,扩大对台文化交流内容。在“载体平

台建设”方面先行先试，设立闽台文化论坛、民间宗教及民间艺

术交流论坛等，搭建两岸艺术竞赛平台,争取开设两岸闽南戏曲

表演、闽南语歌曲创作演唱、闽南民间技艺等比赛项目,让闽台

之间各项文化交流发展得更好,更加具有活力（附录九：《泉州

市对台对外主要文化活动》）。 

4、扩大闽南文化的国际交流 

充分发挥泉州“世界多元文化中心”、“世界宗教博物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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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精心策划、举办国际性文化论坛；主动邀请国际知名媒

体考察泉州闽南文化，借重泉州籍文化名人向世界宣传推介闽

南文化；利用 2300 多万泉州人（裔）遍布世界各地的优势，拓

宽交流渠道，建设各种平台，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

举办闽南文化交流活动，展示闽南传统文化的风采和价值。 

5、加强闽南文化研究 

整合市级闽南文化研究机构，办好《闽南》杂志及其它刊

物。充分发挥高校、专业研究机构及民间研究团体的力量，邀

请台湾、港澳以及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人员，研究闽南的历史

文化、经济、社会、宗教、文学艺术、饮食、建筑、工艺、民

俗、民系、先贤名人、海交史、移民史、华侨史、闽台关系史

等；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管理体制机制等；研究文

化生态建设的基础理论，总结实践经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

题。出版一系列高质量的大型丛书及学术著作（附录十：《泉州

市闽南文化主要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方向》；附录十一：《泉州市

近期出版闽南文化丛书与著作计划》）。 

6、完善、建设基础设施 

在文化遗产所在地，继续完善、建设一些有利于文化遗产

保护的基础设施。严格按照修旧如旧原则，修复历史文化街区

和村镇、古民居及相关文物等；在不影响古民居原貌的情况下，

对内部生活设施进行改造。合理布局建设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物馆、民俗馆、专门艺术馆、剧院及宗教活动场所等。基础

设施的设计、建设要与属地的历史风貌、自然景观相和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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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的设计、建设要充分考虑环保要求；基础设施建设要纳

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镇改造建设等规划。 

7、建设示范区、展示点 

在中心城区选择生态环境、人文环境较好，非物质文化遗

产密集，有较多的传承人，有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古民居、文

物等，群众保护意识较强、基础设施较好的区域，设立市级文

化生态保护示范区；在各县（市、区）选择拥有一批流布地域

广、活动空间大，分布在不同行政区的项目的地区，建立泛行

政区域的县级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 

在基层乡村、社区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地，建设

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舞蹈、传统戏曲、曲艺、

杂技与竞技、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习所（中心）、展示点等。 

（二）具体保护方式 

有效地对闽南文化生态区施以保护，其具体保护方式可以

有许多种。 

1、活化石式保护方式 

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可以采

用这一方式。活化石式保护方式就是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恒定

的、原初的文化形态。如对泉州南音、梨园戏等艺术的保护就

必须完整保护其传统的内容与形式。要鼓励艺术家用原初的舞

美设计、原初的文本、原初的唱腔唱词演奏、演唱、表演古典

曲目、剧目。活化石式保护方式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 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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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针对 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方式。  

2、博物馆式保护方式 

在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以及其它适宜

的空间对闽南文化遗产进行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也是一种

重要的保护方式。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整理闽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实物，通过博物馆的展览、展示，让人们

认识这一文化现象与存在，了解其文化传承价值。 

3、数字化与网络化保护方式  

利用多媒体手段对一些闽南文化遗产进行记录整理，利用

电子存储介质建立数据库对其进行保存，利用电视、广播、网

络等媒体进行资源共享。充分发挥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作

用。建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泉州网”，建立泉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数据库（附录十二：《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

网页及数据库建设大纲》）。 

4、个人、家庭、群体传承方式  

对于一些被特定的个人、家庭、群体所保有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采用这种方式是 有效的，也是其他方式无法代替的。建

立传承人保证制度，授予这些保有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有证书、

称号，对他们进行生活和其它补贴，并要求他们做好所保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弘扬工作。鼓励他们带徒学艺，

举办相关传习活动。  

5、学校教育传承方式  

这是 有影响力的传承方式。文化教育部门应编著介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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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乡土教材，在全市中小学开设相

关课程，从小加强青少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培养情感。

以泉州师院艺术学院、德化陶瓷职业学院、泉州艺校及其他有

条件的院校为传承人培养基地。可以通过对一些优秀学生给予

一定奖学金，作为特长生选入院校等方法造就一大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人。 

6、社会组织传承方式  

目前，全市有民间南音社团 233 个，民间职业剧团 131 个，

其他文艺社团 1000 多个。这些社会组织是闽南文化保护的重要

方面军。要利用某种方式将这些有共同知识、技能、爱好的群

众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为闽南文化遗产的保护作

贡献。  

成立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协会, 其宗旨为：由有志于

闽南文化生态研究、保护工作，且达到一定水平的企事业单位、

民间组织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区域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的社

会团体，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展活动（附录十三：《泉州市闽南文

化生态保护协会章程》）。 

7、整体人文生态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依赖性和非独立性的特征，它形成并

依赖于特定的原生环境。任何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都产生于一定

的文化生态之中，或一种文化时态之中，我们不可能去恢复文

化时态，但我们可以借助一定地区的人群生活使这一文化作品

有机地活在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中，仍可与民众生活有机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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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有关部门可做一些组织工作与行政扶持、赞助，借鉴国外

及我国台湾地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生态村”

的建设经验，对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

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 

8、其他保护方式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物种丰富，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

差异，因此保护方式也会多种多样，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

合本地区的保护方式。 

（三）合理利用方式  

在坚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下,积极寻求新时代背景下文化

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实现开发和保护的双赢。 

1、文化旅游保护利用方式 

在对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文化生态价值

等进行深入挖掘的基础上，精心筛选一些对游客具有旅游吸引

力，并容易转化成为旅游产品的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发展

古镇游、古街游、生态游、农家游、民俗风情游等特色旅游项

目。特别是有选择地聚集闽南优秀民间艺术，融入风景风情旅

游之中，增添景区的人文色彩，提升景区的品位和效益，形成

各具特色的民间艺术旅游区块（附录十四:《泉州市与文化遗产

相关的旅游景区》）。在开发过程中应该努力保持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态性，特别要加强濒危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正确处理好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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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新农村文化建设连动保护利用方式 

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与新农村文化建设融为一体，互动共

荣。闽南文化是闽南新农村文化建设取之不尽的资源，也是广

大农民熟悉的文化，身边的文化，参与的文化。新农村文化建

设中，无论是动态艺术，还是静态艺术，抑或人文理念，都与

产生、生存于农耕文明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根同脉、息息

相关。努力发挥两者的互动作用，对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新

农村文化建设 ，都将有事半功倍之效。 

3、生产性保护利用方式 

这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相关产业

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 

重视积极开发具有民族民间传统和闽南地域特色的水密隔

舱福船（包括船模）制作技术、闽南民居营造技艺、惠安石雕

与木雕、德化陶瓷烧制、李尧宝刻纸、江加走木偶头雕刻、妆

粬糕人、铁观音茶和佛手茶、永春老醋、春生堂酒、老范志神 、

灵源万应茶饼、泉州小吃等生活生产知识和技艺项目；在更大

范围内进行闽南文化资源整合，提高经营能力，加快形成富有

特色和优势的民间文化艺术产品系列，推进民间艺术特别是传

统工艺产品的产业化生产和商品化经营，将文化资源优势转换

为经济优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农村，特别是欠发达

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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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保护基础网络 

按照“夯实点，形成面，摸得着，看得见”的思路，初步规

划点面结合的省、市、县、乡村（社区）四级闽南文化生态保

护基础网络。 

1、点的建设 

实施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十百千基础工程”，即建立 10

个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100 个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习所（传习中心）、1000 个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点。 

（1）每个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必须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主要是展示原居住民的生产生活

器具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

除了传承、保护功能外，一是给观者整体的印象和感受，二是

为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三是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 

（2）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在区域必须建设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习所（传习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传习中心）

是传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列入第一、

二批国家级名录的项目传习所（传习中心）建设责任单位为： 

①泉州南音传习中心—责任单位：泉州市文化局 

②梨园戏传习所—责任单位：泉州市文化局 

③高甲戏传习所—责任单位：泉州市文化局          

④泉州提线木偶戏传习所—责任单位：泉州市文化局 

⑤泉州花灯传习所—责任单位：泉州市文化局 

⑥泉州打城戏传习所—责任单位：泉州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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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闽南民居营造技艺传习中心—责任单位：泉州市文化局 

⑧泉州闹元宵习俗传习所—责任单位：泉州市文化局 

⑨五祖拳传习所—责任单位：泉州市武术协会、泉州新海

路闽南文化保护中心 

⑩泉州北管传习中心—责任单位：泉港区人民政府         

⑪泉州拍胸舞传习所—责任单位：鲤城区人民政府           

⑫晋江布袋木偶戏传习所—责任单位：晋江市人民政府     

⑬惠安石雕传习中心—责任单位：惠安县人民政府             

⑭德化瓷烧制技艺传习中心—责任单位：德化县人民政府          

⑮惠安女服饰传习中心—责任单位：惠安县人民政府            

⑯高甲戏（柯派）传习所—责任单位：晋江市人民政府 

⑰泉州（李尧宝）刻纸传习所—责任单位：鲤城区人民政

府     

⑱江加走木偶头雕刻传习所—责任单位：鲤城区人民政府     

⑲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传习所—责任单位：晋江市人民

政府       

⑳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传习中心—责任单位：安溪

县人民政府     

○21闽南民居（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习所—责任单位：惠

安县人民政府     

○22 闽南民居（蔡氏古民居）营造技艺传习所—责任单位：

南安市人民政府     

○23 闽南民居（杨阿苗民居）营造技艺传习所—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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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人民政府     

○24 中医养生(灵源万应茶) 传习所—责任单位：晋江市人民

政府     

○25 闽台东石灯俗传习所—责任单位：晋江市人民政府     

○26 南安英都拔拔灯传习所—责任单位：南安市人民政府     

○27蟳埔女生活习俗传习所—责任单位：丰泽区人民政府     

○28 啰啰安海嗦 习俗传习所—责任单位：晋江市人民政府     

（3）每个文化遗产项目存活的乡村（社区）必须建设、开

放多个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点。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

点是指区域内凡承载有典型闽南文化的空间，均有义务向公众

展示。 

2、面的建设 

（1）建立 2 个市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由市、区两

级政府共同负责）。 

①古城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包含开元寺、台魁巷

历史文化街区，旧馆驿历史文化街区，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

文庙、后城历史文化街区，城南聚宝街历史文化街区等 5 个主

要历史文化街区。开元寺、台魁巷历史文化街区和旧馆驿历史

文化街区主要展示泉州古城历史风貌，体现古城区街巷空间及

南派建筑文化；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主要展示闽南商业文化、

建筑文化、华侨文化；文庙、后城历史文化街区，府文庙区主

要展示泉州的儒学文化、泉州闹元宵等民俗文化，百源川池周

边以泉州南音的民间演出与欣赏为主，涂门街区以关帝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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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寺、世家民居为主体，突出泉州多元宗教文化、多种民间信

仰和相关民俗活动；城南聚宝街历史文化街区主要展示海丝文

化。此外，新门街区以梨园古典剧院和泉州南音艺苑为主，兼

及泉州歌剧团（闽南民间音乐舞蹈中心），展示具有悠久历史的

泉州南音和泉州戏曲、闽南民间歌舞。 

②清源山及其周边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包括清源山

宗教文化景区，南少林寺景区，闽台缘博物馆和市博物馆、市

南建筑博物馆、泉州画院区域，锦绣庄民间工艺园和泉州木偶

艺术剧院区域，泉州歌舞剧院新址，西湖公园游览区，以及东

湖公园游览区、市图书馆、华侨历史博物馆、海外交通史博物

馆、高甲戏大众剧场、万维生邮票艺术馆、伊斯兰圣墓等。定

点展示具有典型闽南特色的文化和观赏性强的闽南表演艺术：

闽台缘博物馆、泉州市博物馆、海交博物馆、南建筑博物馆、

华侨历史博物馆、伊斯兰圣墓主要展示闽台文化、华侨文化、

海外交通史文化、闽南建筑营造技艺文化；锦绣庄民间工艺园

主要展示闽南民间工艺文化；南少林寺、泉州木偶艺术剧院、

高甲戏大众剧场主要展示南少林武术文化、泉州木偶艺术、高

甲戏艺术，市图书馆主要展示谱牒文化，泉州歌舞剧院新址主

要展示闽南音乐舞蹈艺术文化。 

（2）建立 11 个县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由县级政

蟳府负责）：鲤城江南新区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丰泽东海 埔文

化生态保护示范区、洛江罗马河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泉港山

腰-峰尾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晋江安海-东石-深沪文化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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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示范区、石狮蚶江-永宁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南安丰州-官

水石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惠安惠东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安

溪茶乡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永春桃城-五里街文化生态保护示

范区、德化瓷都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采取由市里统筹规划、

适当扶持，县（市、区）建设、保护，两级互动的做法： 

①鲤城区江南新区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与展示

闽南民间舞蹈和民间吹打音乐文化及其生态环境。 

②丰泽 蟳区东海 埔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与展示

蟳埔民俗文化和蚵壳厝文化及其生态环境。 

③洛江区罗马河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与展示“何

氏九仙” 信俗文化和俞大猷名人文化，“陈三五娘”口传文化，

妆糕人、“十音”铜器煅制等闽南民间技艺文化及其生态环境。 

④泉港区山腰-峰尾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与展示

北管音乐文化，渔业盐业民俗文化及其生态环境。 

⑤晋江市安海-东石-深沪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

与展示闽南民间节庆习俗文化、水密隔舱福船制作技艺文化、

褒歌音乐文化、灯谜文化及其生态环境。 

⑥石狮市蚶江-永宁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与展示

闽台文化交流、古卫城文化、城隍宗教文化、闽南岁时节令文

化、灯谜文化及其生态环境。 

⑦南安市丰州-官水石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与展

示丰州古城文化、祈风文化、闽南民居文化、郑成功名人文化

及其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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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惠安县惠东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与展示惠安

女习俗文化和闽南建筑（雕艺）文化、崇武古城文化、青山王

信俗文化及其生态环境。 

⑨安溪县茶乡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与展示茶文

化、清水祖师信俗文化及其生态环境。 

⑩永春县桃城-五里街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与展

示佛手禅茶、白鹤拳、永春老醋、纸织画、漆篮、篾香闽南民

粬间技艺文化，永春养脾散、一都红 等传统生物医药文化等及

其生态环境。 

⑪德化县瓷都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主要保护与展示德化

瓷烧制技艺及相关陶瓷文化及其生态环境。 

（3）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努力建设好省级示范园区、示范

点。2008 年 12 月，省文化厅公布的我市首批闽南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示范园区是：泉州古城区闽南文化保护示范园区、安

溪闽南文化保护（茶文化）保护示范园区、德化县闽南文化保

护（瓷文化）保护示范园区等 3 个；首批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示范点是：泉州南音保护示范点、梨园戏保护示范点、提

线木偶戏保护示范点、晋江布袋木偶戏保护示范点、高甲戏保

蟳护示范点、 埔女习俗保护示范点、泉州北管保护示范点、闽

南民间音乐舞蹈保护示范点、端午习俗保护示范点、蚶江闽台

对渡文化保护示范点等 10 个。 

（4）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努力推进“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建设。2008 年 11 月，文化部命名的我市“中国民间文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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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之乡”有：石狮市（灯谜）、晋江市（绘画、闽南戏曲、灯谜）、

安溪县（茶文化）、永春县（纸织画）、南安市（高甲戏）、惠安

县（雕刻）、德化县（陶瓷）、鲤城区（木偶头雕刻技艺、刻纸

技艺、竹编）、泉港区山腰街道（闽南戏曲）等 9 个。 

四、保护步骤、保护计划 

（一）第一阶段（2007—2012年，实验示范阶段） 

1、成立机构 

（见《五、保障措施》） 

2、建立保护示范区（点）、非遗博物馆、非遗传习所（传

习中心） 

采取群众自愿，专家调查论证，政府批准支持，社会参与

投入的办法在保护区内确定各级示范区。示范区建设要纳入当

地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规划，与新农村建设、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建设等结合，要注意重点保护与全面保护相结合；布局要处理

好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城市与农村、山区与沿海等的关系，

做到切合实际，定点合理，区域合作，统筹考虑；类型要考虑

到处于濒危、平稳、发展等不同状态的项目，以便探索不同类

型的保护措施；命名原则上以地名与项目名称相结合办法；采

取属地管理办法，由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分级管理，要定管理人、定项目、定传承人，定项目活动

规划。示范区由责任单位制定规划，同级政府申报，上一级政

府审批公布。省、市级示范区（点）务必于 2011 年文化遗产日

前建成挂牌。县（市、区）级、乡镇（街道）级、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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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示范区（点）于 2012 年前建成挂牌。 

建设一些有利于文化生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

传习所（传习中心）。各县（市、区）要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物馆建设， 迟于 2012 年文化遗产日前建成挂牌。全市国家级

项目传习所（传习中心）务必于 2010 年底前建成挂牌；省级项

目传习所（传习中心）务必于 2011 年文化遗产日前建成挂牌；

市、县级项目传习所（传习中心）务必于 2012 年前建成挂牌。 

3、开展工作 

（1）由政府颁布第一批保护示范区，开展工作，政府和社

会资金投入（附录十五：《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泉州市第一批示

范区》）； 

（2）初步建立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体系及运行

机制，建立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立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3）认定、命名一批传承人，开展多种形式的传承活动； 

（4）2010 年内基本完成全面普查工作，对濒危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开展抢救性工作； 

（5）分级分批对保护区相关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管理

群体进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鉴定、保护、保存、展出和修复方

面的培训。对相关公务员、教师、社区工作人员、旅游业界人

员等进行培训，保证试点工作的正常运行； 

（6）利用各种传播途径宣传文化生态及文化生态保护区的

建设，努力增强区域内群众对文化遗产和相应的文化空间的赞

赏和尊重，不断提高群众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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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修复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民居等； 

（8）研究和出版闽南文化生态区保护的系列丛书，拍摄闽

南文化生态区保护宣传资料片；基本完成保护区档案资料数据

库的建设；整合各种文献信息资源，建立集技术平台、宣传教

育和检索服务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泉州

网站”； 

（9）继续组织开展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举办保护区文

化保护成果展览、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演、民间工艺品博览会、

民族民间文化节等各种活动，增进民间的交流，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 

（10）举办国际、国内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交流会，积极

开展保护区的政策研究、工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11）对城市中心、工业开发区、边远山区、沿海地区设

立不同类型的试点进行深入调研，摸索出不同地域、不同层面、

不同类别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探讨不同环境中文化遗

产保护的规律和不同措施，及时总结工作经验； 

（12）初步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制度

和运行机制。 

（二）第二阶段（2013——2015年，总结巩固阶段） 

1、总结实验阶段经验，接受国家评估验收，巩固已建立的

示范区（点）； 

2、继续完善示范区（点）建设的规范标准； 

3、颁布第二批示范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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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继续完善传承管理机制。传承人得到有效保护，管理人

员水平大幅度提高； 

5、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民居、文物等基本得

到修复。 

6、继续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和传习所（传习中心），

继续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点。 

（三）第三阶段（2016－2020年 ，规范推广阶段） 

1、建立健全相对完善的保护区标准规范； 

2、举办各种活动，展示“保护区”的保护成果。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和交流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经验。逐步完善

闽南文化保护区保护工作机制，基本建立闽南文化保护区保护

制度和工作体系，实现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工作的科学化、

规范化、网络化、法制化； 

3、大部分项目得到有效的保护，基础设施较为完备，馆、

所建设等硬件设施达到国家标准，传承人得到全面保护，培养

出一批新的传承人。文化生态环境得到良好改善。文化生态保

护逐渐成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 

五、保障措施 

（一）机构设置 

1、成立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领导小组（附录十

六：《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领导小组》）。 

2、成立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专家委员会（附录十七：

《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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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立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中心（加挂“泉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牌子），挂靠在泉州市文化局下属泉州市

艺术馆，根据实际需要增加编制。 

各县（市、区）成立相应机构。 

（二）政策法规 

    1、以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关于支

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文化部《关

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福建省民族

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暂行

办法》、《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和《泉州市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工作方案》为依据，制定符合保护区

实际情况的文化生态保护办法和实施细则，规范保护区保护工

作。争取出台以下政策法规：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和管理条例》 

——《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

理办法》 

——《泉州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管理办法》 

——《泉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乡村管理办法》 

——《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 

——《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建设管理办法》 

——《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中心)建设管理办法》 

——《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点命名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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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整理、研究类优秀成

果奖评选办法 》 

2、在保护区内实行较为灵活的措施： 

——支持民间有组织地从事与法律不相悖的民俗节庆活

动； 

——在推广普通话的前提下，提倡学习和使用闽南话； 

——支持民间成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遗产保护组

织； 

——扶持出版闽南文化遗产丛书、音像制品，支持进一步

办好《泉州晚报·海外版》、《东南早报》闽南周末专刊，支持进

一步办好闽南语电视、广播频道，支持办好闽南文化网站； 

——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民间基金会； 

——其它利于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的措施。 

（三）保护资金 

保护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民间投资和社会捐助等。要加

强保护资金的严格管理、合理使用。资金用于以下方面： 

1、项目保护、传承人保护； 

2、文化遗产修复； 

3、珍贵资料和实物的征集和收购； 

4、非遗博物馆、非遗传习所、非遗展示点建设； 

5、相关理论研究、交流； 

6、保护区的其他工作事项。 

（四）衔接落实 



 — 32 — 

     本规划公布后，列入市政府工作计划，由市闽南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实

施，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切实落实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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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文化 建设规划△ 通知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5 月 20 日印发

抄送：市委各部门，省部属驻泉各单位，泉州军分区，各人

民团体，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中

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各民主党派泉州委员会，

市工商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