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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海文旅函〔2023〕49 号

厦门市海沧区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区政协九届二次会议

第B05 号提案办理情况答复的函

尊敬的陈建兵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活化利用传统建筑助力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办理工作背景

海沧区现有已征收的文物建筑、历史风貌建筑等文化固定资

产共 65 处；非遗代表性项目 29 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

目 1 项、国家级 5 项、省级 4 项、市级 5 项、区级 14 项），各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计 38 人(省级 5 人、市级 10 人、区级 23 人)。

其中，文物建筑 49 处（海沧街道 15 处、东孚街道 30 处、嵩屿街

道 3 处、新阳街道 1 处，目前均未开展修缮工作）；历史风貌建筑

16 栋（海沧街道 1 栋，东孚街道 15 栋，目前均未开展修缮工作）。

海沧区高度重视文化资产活化利用工作，近年来不断加大文

化资产活化利用力度，持续推动文化资产活化利用。针对您的建

议，活化利用传统建筑助力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具有极高

的现实意义，对此我局高度重视，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针

对建议内容进行调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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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措施与成效

（一）文化固定资产活化利用

一是推进马銮湾片区文化用地策划及文物活化利用工作。与

市文旅局、市资规局海沧分局反复对接并确认在马銮湾鼎美、后

柯片区规划 3.9 公顷用于文化用地，并将马銮湾其他片区需迁移

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迁至该区域。委托华侨大学对马銮湾片区文

化用地进行规划、策划，已完成策划初稿。二是推进海沧区其他

文化固定资产活化利用。利用庄氏祠堂开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怀恩书院，利用芦塘郑氏官宅开办非遗文化展馆--香道馆，建

设莲塘别墅家史馆、芦塘村史馆等村史家史、家风家训展馆，利

用烈士陵园、魁星楼、古楼革命历史据点村开展红色革命教育活

动，利用原新江小学旧址修建新垵耕读文化园，开展文物讲解、

读书会、爱国主义教育、太极拳、五祖拳等活动。三是结合旅游

资源推动文化固定资产活化利用。将院前社、青礁慈济宫、莲塘

别墅、石室禅院等文化固定资产纳入旅游线路，统筹文化固定资

产保护利用和全域旅游建设，努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

共同繁荣。四是利用文物开展相关活动，提升全民文物保护素养。

2021-2023 年已连续三届举办海沧区“小小文物守护人”评选活动，

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通过中小学生参赛选手吸引两百多个

家庭参与到海沧文物历史文化挖掘、宣传及文物守护活动中，并

通过公众号、视频号、网络直播等宣传形式，在社会面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进一步拓展活动的宣传空间与渠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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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挖掘文化底蕴，加大保护力度。启动第四批区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和传承人申报工作，积极推荐申报国家、省、市级非遗

保护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完善国家、省、市、区四级非遗保护

名录体系，并积极为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争取传承活动补助。其

中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统香制作技艺，2023 年已经申请

到省级补助经费 10 万。编印《风土海沧》系列丛书，沧江文库系

列丛书之《铭记海沧——海沧楹联匾额精选》上下册、《邱菽园居

士诗集》《啸虹生诗钞》，海沧旅游文化丛书之《海沧古韵》和《海

沧探幽》，《海沧故事》丛书六辑、《耕读海沧》《潮涌沧江》《海沧

家训读本》等文史书籍；拍摄制作“保生大帝信俗”“海沧蜈蚣阁”

“闽台送王船”“新垵五祖拳”“海沧土笋冻制作技艺”“闽南天然

香制作技艺”专题片和海沧非遗宣传片。二是探索非遗传承，强

化传承力量。指导和鼓励民间传承力量，挖掘民间手艺人，鼓励

支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统香制作技艺）匠人认养古建筑，

入驻青礁村芦塘社成立工作室；举办清水祖师文化节、寒单爷进

香、洪塘公庙会、端午献江文化节、送王船文化节、蜈蚣阁进香、

油炬走境习俗、扛大龟习俗等民俗活动，传承闽南传统糊纸艺、

闽南头饰缠春花、闽南小吃三月糕等手工艺，探索非遗保护传承

的多种形式。三是建设展示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在文化中心二

楼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性展示厅，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和百余件民俗实物；以桥空间为平台，举办非遗传承人讲

座、“海沧风云”系列讲座、读书会文史沙龙等沙龙活动；以文

化遗产日、民俗节日、重大活动为契机，举办“以爱为家·一起

留厦”非遗过大年系列活动、“多彩贺新春 欢乐颂祝福”文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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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活动、“香囊传情 穿针乞巧”七夕香囊制作活动、“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以及歌仔戏沙龙活动等；积极协调区公

路分局为妙吉祥香道展示馆设立交通指引牌。四是拓宽传播渠道，

创新宣传方式。拍摄非遗宣传片和短视频，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

台等数字媒体，开展非遗宣传片、非遗代表性项目、海沧史话系

列栏目等文章和视频的推送活动，加大非遗项目宣传推广力度。

组织“线上非遗知识问答”、闽南童谣“云诵读”比赛、“十大厦

门市民喜爱的青草药”评选等活动，充分开发线上宣传阵地，让

市民足不出户感受非遗魅力；支持和鼓励非遗保护单位、传习中

心、代表性传承人走进校园、社区，在中小学生及社区居民中弘

扬传承非遗，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和传承的浓厚氛围。

（三）特色文化产业活化利用

一是实现油画、玛瑙产、供、销一体化产业发展格局。海沧

油画街现有近 300 家个体或企业，是全国三大油画产业基地之一；

玛瑙产业拥有 200 多家工厂、200 多家线上直播间、100 多家展厅，

是我国最大的玛瑙生产基地和玛瑙原石交易中心，形成了集玛瑙

原材料采购、加工、产品批发、精品零售、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

合化玛瑙产业基地，年产值超 10 亿元，创造近万就业岗位，是我

国最大的玛瑙原石集散地及加工制造重地，被称为“中国玛瑙之

都”。二是打造文化影视产业发展模式。耀达（厦门）影视产业园

于 2021 年正式投入运营，致力于打造“剧组服务+影视产业聚集”

双轮驱动的产业模式，至 2022 年底耀达影视产业园完成八个剧组

接待服务，引进厦门藤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鑫西娅影视文化、

故事匣子等三家企业入驻。三是利用闽南特色文化队伍弘扬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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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通过培育闽南特色文艺队伍、四支民俗队伍（公背婆、

布马阵、电音三太子、婆姐送），依托文化阵地、运用新媒体平台，

开展惠民文化服务活动，传承弘扬闽南传统文化。省级非遗项目

五祖拳，民间自发成立五祖拳协会，以新垵为主阵地，覆盖整个

辖区，开展公益培训活动，并与学校合作排演优秀的原创节目进

行展演。四是利用民宿助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海沧区现有民宿

主要分布在东孚街道及嵩屿街道。其中东孚街道民宿共 14 家，嵩

屿街道民宿共 15 家。引进龙头企业在海沧设立文旅运营总部统筹

运营赤土社、青礁村等乡村旅游项目，联合策划打造乡村旅游线

路，全面推动乡村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

三、今后推动计划

（一）推进文化固定资产活化利用

一是加强企业合作，推进文物活化利用进度。推进马銮湾片

区的文物建筑进行活化利用；拟委托国企对全区已征收的文物建

筑活化利用进行策划、运营。二是序时推进文物迁移保护工作，

增大活化利用的基数。海沧区正在推进全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

项规划，将结合文物保护状况和城乡发展规划，严格落实国有产

权文物建筑保护责任，持续挖掘国有产权文物建筑历史文化，加

快推动国有产权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让国有产权文物建筑充分发

挥文化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三是组建海沧区“小小文物守护团”。

通过成立“小小文物守护团”，打造文物守护 IP，创新文物保护宣

传形式，提高社会的关注度。四是加大推进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

作力度。加大对风貌建筑的资金投入，积极策划生成一批具有保

护价值、历史文化底蕴的历史风貌建筑修缮项目。五是强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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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保护宣传推广。普及保护知识，营造全民参与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的社会氛围，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增强城乡文化底

蕴，改善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六是加快推进乡村民宿产业的发展。

借鉴小猪民宿黑里河、又见山等乡村民宿集群品牌打造经验，结

合我区东孚街道淡水温泉地热资源、嵩屿街道滨海美景资源及实

际需求，计划共同打造东孚街道、嵩屿街道、海沧街道乡村民宿

示范建设项目、乡村精品民宿集群及多业态多品牌的乡村度假综

合体，促进社会资本导流入村，丰富乡村旅游产品，激活当地经

济，带动周边村庄休闲农业发展。

（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一是建设人才队伍，重视和培育非遗传承人。依托非遗手工

艺人才拓展非遗产品和相关衍生品，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强传播

力的文创产品，把“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二是加强阵

地建设，进一步构建传承新平台。以文化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厅“桥空间”为传承展示平台，举办非遗传承人系列讲座沙龙、

文史读书会等活动，同时鼓励和支持各保护单位、传承人办好传

习中心和传习所，建设非遗展示场所，开展非遗培训和体验。三

是强化推广方式，加快提高非遗知名度。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重大节庆、民俗节日，组织开展宣传展示活动。加强文体

旅等多方面融合，结合半马等大型体育赛事及文博会、旅博会、

对外推介活动等重大活动，开展各类体验式、沉浸式文化活动。

同时，借助新媒体独特优势，拍摄制作非遗项目系列短视频发挥

舆论正面导向作用，加强线上线下及内外联动宣传，不断提高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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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敬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领导署名:王传国

联 系 人:欧阳堂利

联系电话:05926589397

厦门市海沧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3 年 9 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区政协提案办，区政府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