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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我市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振兴，使

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

费升级的需要。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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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市文化广

播影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天津

市传统工艺振兴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日前，

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主要负责同志就《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 

一、《实施意见》的制定背景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的重大战略部署。国家十三五规

划也提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振兴传统工艺。

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方向。国办转发了

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明确了传统工艺振兴的目标、原则和重点任务。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充分保护利用天津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海河文化的时代价

值，传承城市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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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振兴传统工艺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在当代社会推动传统工艺振兴，挖掘创造性手工的价值，有

助于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生态，丰富文化资

源，增强文化自信；有助于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有助

于促进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传统街区和村落活力；有

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振兴传统工艺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一是尊重优秀传统文化。尊重地域文化特点、尊重民族传统，

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统工艺所需求的文化空间，维护和弘扬传统

工艺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价值，增强文化自信和乡土情怀。 

  二是坚守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倡导专注坚守、追求

卓越，树立质量第一意识，加强品牌建设，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三是激发创造活力。保护广大手工艺者个性和工艺特征，

挖掘创造性手工的价值，激发因材施艺灵感和精心手作潜能，恢

复和发展濒危或退化的优秀工艺和元素。 

  三是促进就业增收。发挥传统工艺覆盖面广、兼顾农工、

适合家庭生产的优势，扩大就业创业，促进精准扶贫，增加城乡

居民收入。 

  四是坚持绿色发展。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合理利用天然材

料，反对滥用不可再生的天然原材料资源，禁止使用非法获取的

珍稀动植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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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意见》提出了哪些主要任务？ 

1.建立天津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一是组织传统工艺项目调

查。二是公布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三是建立目录项目动态管理机

制。 

2. 加强天津市传统工艺项目传承保护。一是分类指导制定

项目保护振兴规划。二是建立健全传承机制。三是促进京津冀传

承人群合作交流。四是促进社会普及教育。 

3.提高天津市传统工艺项目的整体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一是

提高传统工艺产品的设计、制作水平和品质。二是拓宽传统工艺

产品的推介、展示渠道。四是推动传统工艺行业组织建设。五是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4.探索传统工艺振兴与相关领域协同发展。一是推进传统工

艺与教育、科研融合发展。二是推动传统工艺与旅游有机结合。

三是推动中医药传统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四是推动传统工艺发展

中的环境保护。五是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五、促进传统工艺振兴的主要政策措施有哪些？ 

结合天津实际，充分调动各相关领域的资源进行合理整合，

充分发挥政策效能。一是加强各相关部门间的统筹协调，强化沟

通，形成合力；二是做好经费支持，用足用好各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市级文化产业发展、旅游节庆活动、老字号商品企业研

发和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经费，对符合规定的传统工艺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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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色文化产业传统工艺发展予以适当支持；三是落实税收支

持政策，对符合现行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条

件的传统工艺企业，符合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四是加强金

融服务，在信贷、上市挂牌融资等方面予以支持。五是鼓励社会

参与兴办传统工艺企业和设立民间传统工艺保护和发展基金。 

六、《实施意见》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措施的有效性。如针对传统工艺项

目发展面临的传承能力不足、传承人老化、传承环境遭到破坏的

问题，提出建立健全传承机制，调动年轻一代从事传统工艺的积

极性，提高中青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比例，优化传承

人年龄结构。实施天津市传统工艺传承人群研培计划，提高传承

能力，增强传承后劲。 

二是突出分类保护理念。在加强对传统工艺项目整体规划的

前提下，针对不同的生存状态和传承情况，采取不同的引导、扶

持和管理措施。对发展状态良好具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项目，引

导保持其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促进振兴

发展，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对具有一定保护传承基础和发展前景

的项目予以扶持；对忽视技艺保护和传承、破坏传统工艺流程和

核心技艺的项目，及时纠正偏差，加强管理和规范。 

三是注重跨领域融合发展。探索传统工艺与教育、商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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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旅游、知识产权、外事等的协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如鼓励中小学传统文化特色学校建设，加强传统工艺相关

学科和专业建设，积极推行现代学徒制，加强传统工艺人才培养，

鼓励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等设立传统工艺的培训研究基地、重

点实验室等，合作共建“工匠创新工作室”“工匠教学基地”和

“技能大师工作室”等。 

四是政策措施细化明确。如建立天津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强调要在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传统工艺项目调查的基础上，制定

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遴选标准，对列入目录项目实施动态管理，督

促项目实施单位承担和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每年组织绩效考

核，对考核不合格的项目进行约谈，督促整改，连续两年考核不

合格的责令退出。 

五是坚持部门协同。振兴传统工艺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

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不是某一部门的单项工作。因此，我们从文

件制定之初就打破部门界限，在国家文件基础上，商请相关部门

提供贯彻落实具体措施形成文件初稿，然后分两次征求意见。在

文件起草制定过程中，市级各参与部门紧密配合，提出了很多宝

贵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增强了部门协同，明确了各自职责，形成

了工作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