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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B

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安文旅广函〔2022〕116号 签发人：付 波

关于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35号
建 议 的 复 函

尊敬的吕根木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非遗工坊作为我市文化产业重点培育对象

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相关工作完成情况

我市现有国家重点扶持非遗工坊 2家，省级非遗工坊 9家，

市级非遗工坊 23家。组织开展了第二批省级非遗就业工坊申报

工作，向省上推荐石泉柚子功效茶制作非遗工坊、安康泸康酒酿

造非遗工坊、郑氏传统修脚术非遗就业工坊等 8家。目前，第二

批市级非遗工坊评审工作正在进行中。在推动非遗就业工坊建设

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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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我市目前省级以

上非遗项目 44项，涉及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近 20项，且基本都

设有市级非遗就业工坊。非遗工坊的建设发展，为推动我市非遗

项目保护，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实现非遗的市场化转化发挥着

重要作用。

二是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按照文旅融合的思路，依托非遗

项目和非遗工坊，发展特色文旅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其中，紫阳

和平茶厂和石泉中坝作坊小镇两家工坊被文旅部确定为重点扶

持工坊，后柳镇中坝村乡村减贫案例入选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

百大案例。2021年我市各级非遗工坊共吸纳脱贫户户数 1308户，

吸纳脱贫户人数 3440人，线上线下培训人数 801人次，订单数

278220笔，人均年收入 18031元。

三是在培育当地特色产业方面：依托非遗资源发展特色文旅

产业已成为推动安康文旅康养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抓手，

依托腊肉腌制技艺镇坪县建成了腊肉小镇，依托庖汤会民俗非遗

项目建成了中坝作坊小镇，依托紫阳毛尖传统制茶技艺和平利女

娲茶制作技艺为安康富硒茶注入浓厚文化内涵，依托紫阳蒸盆子

制作技艺、蜀河“八大件”饮食文化及制作技艺、白河“三点水”

制作技艺、汉阴炕炕馍制作技艺使安康美食构建起了知名饮食文

化品牌。而非遗工坊就是依托非遗项目发展特色产业的主力军和

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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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宣传普及方面：非遗工坊作为非遗传承人的培训基地，

在宣传非遗法律法规、传授非遗知识技艺上起着领头羊和标杆作

用。如，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和“非遗购物节”活动中，非

遗工坊始终是活动的主体，最受媒体和人们的关注。

五是在保障措施方面：联合市脱贫办、人社局制定下发了《关

于推进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建设的通知》，联合市人社局、市财政

局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吸纳脱贫人口

就业载体建设的通知》，我局制定印发了《安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管理机制》，全方位加强非

遗工坊的打造、监督、管理。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持续推进我市非遗工坊的设立工作，出台非遗工坊管理

制度，加强日常指导和检查力度，帮助解决产品设计、营销渠道

等问题。

二是提高对非遗传承人和非遗工坊运营主体两类人员的培

训频次，针对不同人群，调整培训内容，推动非遗的市场化转化

和产业化发展，实现非遗项目的赓续传承和非遗工坊健康快速发

展的目的。

三是加强对中、省、市非遗工坊相关项目和资金的争取力度，

协调人社、乡村振兴等部门兑现有关奖补政策，为非遗工坊建设

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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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支持举办“非遗购物节”等以非遗为核心的节事活动，

将更多的非遗产品纳入全省线上展销平台，进一步提高非遗工坊

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安康 电局

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3358117

抄送：市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市政府督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