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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

的 决 议

（2021 年 9 月 29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查了《宿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规定》，决定予以批准，由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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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

（2021 年 8 月 31 日宿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通过 2021 年 9 月 29 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

强市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和发展

等活动。

第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作。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专门工作机构具体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

财政预算，并设立专项资金。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门、财政部门负责制

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专项资金的用途、使用程序、监督机制等。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认定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

下简称代表性项目），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本级代表性项目列入上一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对本级代表性项目，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明确

保护单位、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第六条 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享有权利、履行

保护职责或者义务；未按照规定履行保护职责或者义务的，由文化和旅游部门责令改正，

对拒不改正的依法取消其资格，并重新认定该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定期对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

承人履行保护职责或者义务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情况经评估合格的，由市人民政府每年给予不低于三千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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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补助；县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情况经评估合格的，由县（区）人民政府每年给予不

低于二千元的传习补助。传习补助的具体标准由市、县（区）人民政府确定，并适时调整。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规划建设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标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区。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运用数字化技术对代表性项目的内容与

表现形式、代表性传承人的核心技艺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记录，并通过公共文化机构、

政府网站等平台进行展示、传播。

第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代表性项

目实行分级保护：

（一）对国家级、省级代表性项目，落实保护规划、设立展示场所，安排、督促保

护单位为代表性传承人设立工作室；

（二）对市级、县级代表性项目，组织保护单位编制保护计划，并监督实施。

第九条 对存续条件已经消失或者基本消失的代表性项目，市、县（区）人民政府

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通过组织开展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和实物，建立档案等方式，进行

记忆性保护。

第十条 对濒危的、活态传承较为困难的代表性项目，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

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通过记录、整理其内容、表演形式、技艺流程，编印图书，制作影

音资料，建立档案，收集、收藏和修缮相关实物、资料、场所等方式，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十一条 对受众较为广泛、活态传承基础较好的传统戏剧、传统音乐等代表性项

目，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进行传承性保护：

（一）培育或者扶持建设传习基地；

（二）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为代表性传承人及其表

演团体免费或者低价提供排练演出场所；

（三）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合理利用公园、景区、街区、历史建筑、工

业遗址等设置代表性项目展示、展演聚集区；

（四）根据当地群众实际需要，将代表性项目作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政府采购

的范围。

第十二条 对有一定市场需求和开发潜力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代表性项目，在

保持传统工艺流程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真实性的基础上，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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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生产性保护：

（一）编制、组织实施代表性项目生产性保护行动计划；

（二）合理布局、扶持建设代表性项目生产性保护示范中心、示范基地或者示范园

区；

（三）通过组织开展传统节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民俗等活动，为代表性传承人

提供技艺展示、产品销售的渠道和平台；

（四）支持采取代表性项目加代表性传承人加传习基地、代表性传承人加协会等模

式发展相关产业；

（五）支持利用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工作与旅游融合发展：

（一）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传习基地、工坊等场所，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体验基地；

（二）组织开发具有鲜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产品和演

艺作品；

（三）鼓励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街，支持有条件的代表性项目有机融入景区、旅游

休闲街区、特色小镇等旅游项目。

第十四条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应当处理好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的关系，

尊重其文化内涵，保持原有风貌，不得歪曲、滥用。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文化和旅游部门应当定期对代表性项目保护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保护措施未能有效实施的，应当及时处理。

第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门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代表性

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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