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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委 宣 传 部

福宣函〔2023〕8 号

关于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关于传统
文化宣传教育形式多样化的建议》

（第 20230046 号）的回复

尊敬的戴波等代表：

您们在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传

统文化宣传教育形式多样化的建议》（第 20230046 号）收悉。

经综合区文广旅体局等单位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近年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一）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开展传统文化活动。为推进高品质

国际化文化强区建设，我区于 2012 年设立了福田区宣传文化体

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依托专项资金，我

区资助了一批优秀传统文化类项目，涉及戏曲、诗词、民族音乐、

曲艺、国画、书法、篆刻等门类。如今年资助的项目有第八届方

锦龙·深圳（福田）民族民间音乐周、第六届“相约在福田 戏

曲进校园”系列活动、2023 深圳·福田新春戏曲晚会、诗意福

田·第五届少年诗词大赛等。专项资金在鼓励社会力量弘扬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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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进一步激发了优秀传统

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促进了传统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让优秀传统文化以生动、多样的方式融入大众生活。

（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体制机制。近年来，我区始终

将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放在首要位置，坚持发扬“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的特区精神，进行了从无到有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创建探

索。2021 年，我区率全市之先，制定非国有文物、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扶持机制，正式出台《福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扶持办

法》，填补了福田建区以来文化遗产保护扶持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空白。其中，关于“非遗基地”扶持的提出，对优秀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传承给出实施路径。2022 年，

我区又印发《福田区历史遗产和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工作方案》，

并在全市首创历史遗产和生态文明建设“一网统管”管理平台建

设，逐步形成多部门联动、专家组指导、“一网统管”的创新型

工作模式，形成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一网全保护的新型运

行机制，优化我区对不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建筑、

历史风貌区等历史遗产资源的管理效率，推进保护工作迈上新台

阶。

（三）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数字化。我区区属图书馆、博

物馆等均建有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化服务平台，为全区

市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数字文化服务。2023 年福田区开发应用的

全市首个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平台已进入测试阶段，该数字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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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是按照《福田区历史遗产和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工作方案》搭建

的移动服务终端，让运用数字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创造性地

建立起“五个一”平台：即创建一个保护机制、组建一个协调机

构、编制一份保护目录、绘制一张保护地图、组建一个专家库，

数据化平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加精准，反应更加迅速，决策更

加科学。该平台同时涵盖了对历史文化建筑和古树名木的保护，

形成“一网统管 数智文保”的新局面。

（四）丰富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形式。2022 年底，在第十八

届深圳文博会上，我区围绕匠心传承、时尚魅力、数字融合“三

大核心亮点”，以精湛绝伦的非遗工艺表达极致美好的东方意蕴，

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得古韵而精致。线上展厅利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沉浸式体验，将福田优质文化创意产业资源汇集“云端”，

通过珍宝馆、非遗馆、潮玩馆等多个部分，打造“线上”元宇宙

展厅。珍宝馆重点突出福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及相关优秀文化艺

术作品的展示和推广。非遗馆则立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

和赓续传承。深圳书城中心城分会场以“书韵国潮，写意字中”

为主题，展现文物古迹、诗词歌赋、水墨书法、琴棋书画等文化

元素的创意应用，破译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密码。2023 年春节

期间，我区在华强北开展“仿制故宫藏灯展”主题灯会活动，故

宫仿制藏灯将悠久历史带到“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让璀璨

的中华文化增添现代化、科技化、时尚化的表达。此外，2023

年以来，我区在各项文化活动开展中注重采用动漫、游戏、元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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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等形式，让公共文化活动的方式更加新颖、互动性更强，2 月

5 日元宵节，“节日大道·龙腾狮跃闹元宵”活动创新植入元宇

宙概念探索建构“云上大道”，通过 AR 技术，让市民通过手机

即可感受在半空中寻找金凤凰、元宝树上“摇落”元宝等奇妙的

交互式体验，让传统文化走进百姓生活。

二、下一步工作方向

当前，福田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迅速，辖区内汇聚了大批数字

文化内容生产商，在全球化 IP 游戏运营、数字创意内容生产、

平台及渠道搭建、商业视频服务等方面优势突出。同时，各种传

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产品、传统文化数字化应用场景等不断

出现。数字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正

在成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文化走向。接下来，我们将提炼融古贯

今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结合 AR、VR、MR、XR 等数字化手段，

采用动漫、游戏、元宇宙等形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与数

字新技术要素结合在一起，实现文化价值、技术要素、社会效益

的有机统一，让传统文化丰满起来、生动起来，让其承载的文化

价值、文化理念更好走进人们心中。同时，发挥宣传文体专项资

金引领作用，鼓励引导文化企业和文艺院团采用更新颖、互动性

更强的方式举办传统文化类活动，激发传统文化新活力，用情用

力讲好中国故事，为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作出福田贡献。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代表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

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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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

2023 年 5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