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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婺剧的保护传承，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婺剧的保护、传

承、发展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婺剧，俗称“金华

戏”，因金华古称婺州而得名，是指以金华话为

主音，包含高腔、昆腔、乱弹、徽调、滩簧和时调

等多种声腔，具有独特脸谱、服装、道具和表演

风格的传统地方戏剧。

第四条 婺剧保护传承发展应当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守正创新、服务人民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婺剧保护传承发展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婺剧保护传承发展规

划，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

制。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做好

婺剧保护传承发展相关工作。

第六条 文化旅游主管部门负责婺剧的保

护、传承、发展等工作。

宣传、发展改革、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公安、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市场

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婺剧

保护传承发展相关工作。

博物馆、文化馆（站）、非遗保护中心等公

共文化机构应当开展婺剧研究、收藏、展示、传

播等活动。

第七条 婺剧促进会、戏剧家协会等社会

团体应当研究、交流、推广婺剧，建立健全行业

规范，加强行业自律，为婺剧院团和演职人员

提供创作、表演、培训、权益保护等服务。

金华市婺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
（2024年2月2日金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24年3月29日

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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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设立婺剧院团、戏迷票友组织，开展婺

剧理论研究、学术交流、项目资助、史料捐赠、

志愿服务等活动。

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婺剧保护传承发

展。

第九条 每年11月3日所在周为婺剧宣传

周。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旅游等

部门应当在婺剧宣传周期间，组织开展婺剧传

播推广、展示展演、参观体验等活动，提高婺剧

文化影响力。

第二章 保护传承

第十条 婺剧保护传承对象，包括下列具

有历史、文学、美学、艺术价值的婺剧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和相关设施、实物：

（一）婺剧的代表性剧目、剧本曲谱、声腔

音乐、表演艺术等；

（二）与婺剧相关的脸谱、服装、乐器、道具

等制作技艺及其载体；

（三）与婺剧相关的建筑场所、文献档案、

音像资料等；

（四）其他与婺剧相关的保护传承对象。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建立婺剧资源名录

保护制度，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婺剧资源名录应当载明名称、类型、保护

级别、保护责任人等内容。

第十二条 市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应当组织

开展婺剧资源调查，建立婺剧经典剧目、文献

档案等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提高社会利用

水平。

第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文

化旅游等部门应当利用传统节日、重要节会、

重大文化交流项目等，开展婺剧艺术交流，弘

扬传播婺剧文化。

支持在公园、广场、街区等公共场所开展

婺剧宣传、展示、展演等活动。

第十四条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文化旅

游部门编写婺剧地方课程教材，将婺剧文化列

入中小学素质教育内容，支持创建婺剧特色学

校，定期举办中小学婺剧汇演。

支持专业院校、婺剧院团、代表性传承人、

名家等进校园开展婺剧普及教育。鼓励学校

组织学生开展婺剧研学活动。

第三章 人才培养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婺剧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婺剧编剧、导演、舞

美、音乐、表演、经营管理等人才培育。

支持婺剧艺术院校建设，支持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开设婺剧相关专业或者课程，鼓励婺

剧院团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合作培养婺剧人

才。

第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婺剧专业

技术人员职称评价办法。对长期从事婺剧的

专业演职人员，可以放宽学历资历要求。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婺剧人才引进机制，制定婺剧专业技术中高

级职称的职数激励政策。

支持婺剧院团通过专家评估和专业考核

等方式引进人才。

第十八条 市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教育部门依法建立婺剧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

制，推动婺剧普及和发展。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婺剧代表性传承

人、名家设立婺剧工作室（传习所），带徒授艺

培养婺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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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创新发展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

持婺剧院团、专业院校创作精品剧目、制作婺

剧影视，提高婺剧影响力和传播力。

第二十一条 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婺剧院

团可以引进、征集、购买新编婺剧剧目，促进婺

剧文化的推广和传播。

国有婺剧院团应当发挥示范作用，编制剧

目创作规划，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

目、创作现代剧目，加强对民营婺剧院团的业

务指导。

国有婺剧院团应当联合专业院校、科研机

构、代表性传承人等单位和个人开展婺剧理论

研究，推动婺剧创新实践。

第二十二条 婺剧院团应当创作、编排、演

出适合各类群体观演需求的优秀剧目，拓展婺

剧演出市场。

第二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

文化旅游等部门应当推动婺剧与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打造具有婺剧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和

产业品牌。

支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创建婺剧

特色乡镇、村（社区）。

鼓励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合理利用

婺剧资源，开展创意衍生品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品牌推广，推动跨界多元发展。

第二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婺剧院团创作适

合线上观演的婺剧动漫和影视作品，建设在线

剧院、数字剧场，发展婺剧演播新业态。

第五章 保障监督

第二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设立婺剧保护传承发展专项资金，用于资源调

查、创作展示、人才培养、设施建设、送戏下乡、

传播交流等项目。

第二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将婺剧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规划，合理配置标准化演出剧院和婺剧传习

场所，支持婺剧博物馆、陈列馆等特色展馆建

设。

第二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将婺剧演出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婺剧院团面向基层

人民群众开展惠民演出和相关公益性活动。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和完善国有婺剧院团的考评激励机制，制

定支持民营婺剧院团发展政策。

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举办婺剧展演活动，

丰富基层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第二十九条 文化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等

部门应当加强对婺剧演出市场、演出内容的监

督管理，保障婺剧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负有知识产权保护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

保障婺剧院团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著作权、专利

权等知识产权。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

行政法规和省的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婺剧保护传承

发展工作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行为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24年 5月 1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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