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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日 西戎自治区笫十届人民代衷大会

常务丢员会笫九次会议通过)

笫-丨 总 则

! 
笫丁千 为了柙弭非钾厂卒化玛广屮仔扌、

倮存
=仵邶 砰弘扬宁华昂萃￠开传绋吝勹

促进社会主义枯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八民共

和甲非绍再齐华中产许≥和有苄计竿)汴抨的秤

定,结合自洎阝芈际,制牢本办沽。

筘平条△自i泊区行玫耳域内非物庳文化遗

产屮佟扌胛 和.筲珥适用本忄计。

竿手年 |夺小沽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

各族人昂廿代柙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

(-)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

(=)传统美术、书沽、音乐、舞蹈、戏剧、曲艺

和杂技△   |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

(四丬鹁汜礼仪
`节

庆等民俗 ;

(五)传统仲肓和游艺 ;

(六 )其他非物夙文化遗产。

属于非扬质文化拉产纽成部分的实物和场

所j凡日文忉苗,适用丈物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

苈口”击∶。       ~

笫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倮护工作实行保

扌”革
:艹萃竿丁丨兮珲

利卩)传承发展的方t,

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并重的原则。

笫耳条 自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

当注翠其真实性、拄体性和传承性,有利干拍弭

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笫六条 自冶区抹持人日较少昂族、边境地

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倮存工作。

笫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

物质文化迫产保护、保存工作的领导 ,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倮存工作纳人本级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建设发展规划 ,科学合理地

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

发、利用的关系。

笫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玫府应当加强非物

质文化迪产倮护机构、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非物

质文化遗产研究、传承、传括、倮护和管理等

人才。

笫九矢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

丈化迪产倮护、保存所估专项资金列人本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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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并逐步增加。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仔耳仵o

县级以上人乩嵌后缶嵌|芟花每妹门应半
加   j括 +土△ 自抬斑萃励和支持公民、沽人和

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告顶资金使用的监廿
| 

虫他组织参与自0物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括

工作,并对仵出早莆贡献屮
组织和个人给予表衫

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笫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丰管邯门  和奖励。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傈存

笫二△ 非忉质文化迫产旧扌
工作。其职责是 :

(一)宜传、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

律、法规、政策 ;

. (二
)制定并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倮护

规划 |

〈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认定、记录

并建立档案 ;

(四 )组织艹苷|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和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

(五)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

活动 ;

(六)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倮护、倮存相关

的其他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协助文化

主管邯门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倮护、保存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会同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

管部门,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倮护、保存工作。

村(居 )民委员会(社区)在文化主管部门指

导和支持下,开展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倮护、

保存工作。

第十-条 自治区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依法捐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以用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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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 ,整理调查工作中取得的

料,并妥善保存 ,防止损毁
`流

矢。其他有关邯
口

第十五条 对于濒临消矢的非物质文化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葆存工作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由文化主管

部门负责进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肴夹部0i苛 苡对其

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笫十四条
.攵

化圭管部向和其他有关部门

进行菲物质文化遗产调查9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予以认走,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花多煤

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

全面记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

库。陈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

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

文化遗产调查 ,应当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

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 ,应 当在调查结

后三十日内汇交同级文化主管部门。

产项目,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真实、完
竿

记



和收集有关实物、资料,采取抢救性倮护措施

倮护。

笫十六条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在自治区行

政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应当按照

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笫十七条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

实物征集等活动时,应 当征得被词查对象同意 ,

尊重其民族风俗、信仰和习掼 ,尊重项目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 ,不得歪曲和滥用 ,不得非法占有、损

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实物、资料、建 (构 )

筑物、场所等,不得侵害被调查对象的合法杈益。

笫耳扌 非物质文化坩产代表仕项目名录

笫十八条 自治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实行分级保护的原则 ,建立区、市(地 )、县

(市 、区)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挂项目名录 ,

将本行政区域内体现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历史、

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

人名录予以倮护。

笫十九条 自治区人昂政府可以从 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国务院

文化主管部门推荐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市(地 )、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从本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上—级人民

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推荐列人上
一

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推荐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

(一 )项目介绍 ,包括项目的名称
`历

史
`现

状

和价值 ;

(二)传承情况介绍 ,包括传承范围、传承谱

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 ;

(三)倮护要求 ,包括倮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

应当采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 ;

(四 )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资料等材料。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历史、

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的申请或者建议。申请或者建议材

料包括项 目申报书、建议报告以及其他相关

材料。

笫二十-条 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其形式和内涵在两个以上市(地》、县(市、区)均

倮持完整的,可以同时列人上一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笫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应当组织专家评审小组和专家评审委员会 ,

对推荐、申请或者建议列人本级或者上—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进行初评和审议。

专家评审小纽和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不得

少于五名 ,专家评审小组的成员不得同时担任专

家评审委员会的成员。

初评意见应当经过专家评审小组成员过半

数通过。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初评意见进行审议 ,

提出评审意见。    ∵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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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评
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

`公
平、公正的原则。

笫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闸应当将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拟

列人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代

表性项目予以公示 ,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期不得

少于二十日。

公示期间,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异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经过调查 ,认为

异议不成立的,应当在 gO日 内书面告知提出异

议人并说明理由;异议成立的,应当重新组织专

家按照规定程序进行评审。

公示期满后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专家评

审委员会的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 ,拟定本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公布,并报上ˉ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艾化主管

部门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倮护规划 ,并组织实施。

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规划 ,

应当明确倮护范围、保护措施和倮护目的,并对

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予以重

点保护。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应当定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倮

护规划的实施情况和保护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发现保护规划未能有效实施或者倮护工

作不力的,应当及时纠正、处理。

笫二十六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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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相对集中t特色鲜明
`形

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

特定区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

制定专项倮护规划 }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可

以设立文化生态倮护区,实行区域性整体倮护。

符合下列条件的村落或者特定区域丿经自治

区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命名为自治区级文化生态

倮护区 :

(工)传统文化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

好 ,并为社会广泛认同 ;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分布较为集

中,且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和鲜明的

区域特色、民族特色 ;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自然环境和

人文生态环境良好 ;

(四 )当地群众的文化认同与参与倮护的自

觉性较高 ;

(五 )当地政府重视文化生态倮护区建设工

作 ,倮护措施有力。

笫二十七条 实施区域性整体文化生态保

护 ,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并保护属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避 免遭受

破坏。

实行区域性整体文化生态倮护涉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集中地村镇或者街区空间规划的,应当

由当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制定专项倮护

规划。

文化生态倮护区应当划定保护范围,设立保

护标志,作出标志说明。标志说明包括倮护对象

的名称、级别、简介和设立标志的机关、日期等



内容。

第四章 非物质攵化遗产传承与传括

第
=十

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自,可 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确定项

目倮护单位。

第二十九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

(一 )热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 ,并在一定区

域内具有较大彩响|

(三 )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第三+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保

护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

(工 )有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者相对完整

的资料 ;

(二 )有实施该项目保护计划的能力 ;

(三 )有开展传承、展示活动的场所和条件。

第三十一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

(一 )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

(二)妥菁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 ;

(三 )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

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

(四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 ;

(五)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倮存相关

的义务。

第三十二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倮护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j

(⊥ )全面收集该项目的实物、资料 ,并登记、

整理、建档 ;

(二 )为该项目的传承及相关活动提供必要

条件;          |

(三 )有效保护该项目相关的文化场所 ;

(四 )推荐代表性传承人:

(五)积极开展该项目的宣传展示活动 ;

(六 )向负责该项目具体倮护工作的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报告项目倮护实施

情况 ,并接受其监督检查 ;

(七 )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倮护、倮存相关

的义务。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倮护

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档案 ,建立考评机制和奖励

制度。

对项目保护单位和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

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

倮护单位资格和代表性传承人资格 ,重新认定该

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 ;对丧失传承能力

的代表性传承人 ,重新认定该项 目代表性传承

人。对丧失传承能力的原代表性传承人 ,文化主

管部门可以授予其荣誉传承人称号 ,人 民政府适

当给予生活补助。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应当根据需要 ,采取下列措施 ,支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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劁γ

项目保护单位牙犀传承(传括活动:  -
(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j∷   .

(=)提供必手的经妤 助其开尿授徒1传

艺、交流等活动;          j
(耳)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挂活动{

(四 )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括活动的其他

措施。           ̄ i

笫三十五条 县织丬↓八民政府应当结合

实际倩况,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宋化圭管邯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宣传
`犀

示非物尿文化迪产代表性

顶目。|       ~ ..

笫三十六条 自治耳莰励开展与非物质文

化迫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保存方法研究,莰励开展非物质文化迫产

的记录和非物质夂化迪产代表性顶目的整理、出

版等活动。     |

笫
=十

七条 各类煤体应当宜传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王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倮护知

识,提高全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倮护意识。

笫
=十

八条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

馆、展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术研究机构、倮护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

的文艺表演团体、演臼场所经苜单位等,应当根

据各自业务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

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

宣传、展示。

笫≡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以开设

相关课程等形式开展传括、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

遗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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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苡励和支持中小学校将杏地优秀的非物质

文化迫产纳人东质敬育内容。

.莰励和支持科研机杓i商艹院校开展非物质

文化迫产保护的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    .

笫四十珏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

织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边产专题博物馆
`展

示场|

所和传承场所p展示和传承非物质文化迪产代表::

挂项目。

艹四十ˉ条 莰励和艾持公民
`法

人和其他

组织合理利用非忉质文化廿产代表挂顼旧1开

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j

利用非物质文化迫产资源i应当刂熏其其

挂和文化内泅,保持原有文化生苍和玟化

不得歪曲、泛损。   .

△四十
=矢 县铒以上人民玫府应当对

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挂项目的公民、法

和其他组织给子挟持·并按国家和自治区相

定给子税收优忘。

{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

眼女开采、提高利用率等措施倮护与非物质文

迫产传承密切相关的天然原材料和珍稀矿产

严禁乱采、溢挖或者盗卖。         .

笫四十四条 涉及国家秭密或者商业秘

的非忉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应当按照有

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传括和利用。

笫五丨 法扌i任

{四十五妤 文化主眢邯门和其他有



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佟矸耳仵

中玩忽职守、涟用职权、徇私舞弊 ,以及在进行非

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时侵犯询查姑泉底俗匀偾施

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涉烊犯罪的1

由司法机关处理。

笫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挂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或者项目倮护单位的申报、评审中弄虚

作假的,由 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芷 ,并给予苦告 ;

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参评资格 ;已被认定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者保护

单位的,予以撤销j并贲令返还项 目保护经赀及

传承人补助经费。

笫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裁留、挪用、

挤|非物砰吝华渖产保护、保存经女的,由 文化

主管部门贲令返还 ,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

处罚。 ● .              .

笫i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破坏属于非

物质文化迫产珍贲资料、实物和场所的,由 县级

苡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贲令改正 ,并依法承

扭相应的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涉煤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

处理 j

笫六扌 跗 则

笫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⒛⒕ 年 6月 1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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