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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为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
州州府所在地，拥有独具特色的民族村
寨和浓郁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我省
民族文化的资源宝库。为走出一条彰
显五指山特色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
促进新路子，推动民间民族文艺向产业
创新、文旅融合转变发展，近年来，五指
山市先后拍摄制作了《五指山黎锦》《苗
族盘皇舞》《黎族传统骨伤疗法纪录片》
等少数民族数字资料片，完成了《黎族
三月三传统文化》、《黎族三月三节》“非
遗”系列丛书、《五指山民间故事荟萃》、
《五指山黎风苗韵》、《黎族竹木器乐》等
文艺书籍的出版发行，成功举办了“五指
山杯·筑梦六园之黎风苗韵”全国征文活
动，“领略五指山之美”书法美术摄影大
赛展、“讴歌新时代·唱响五指山”原创歌
曲征集活动等，制作音乐MV《久久不见
久久见》，《黎苗姑娘美》登上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

五指山市每年举办“黎族苗族传统
节日三月三”系列活动，筹办“三月三”
黎祖祭祀大典，举办“五指山之声·雨林

音乐会”，“五指山之韵·雨林服装秀”，
“雨林与您”和“奇遇·五指山”大型实景
演出等，树立起了黎苗“三月三”、早春
茶采摘节、漂流节、红叶节等民间文艺
节庆活动品牌。

特别在今年，五指山市还精心谋划
了2023年五指山市民族时装“村秀”系
列活动，立足本土民族文化特色，成功
打造颇具亮点的民族时装村秀品牌IP，
10场主题集中但又各具特色的“村秀”
演出，彻底“引爆了”当地今年下半年的
热点话题。

浓郁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五指山
市的发展基底。五指山市采取“非遗工
坊+传承人”“非遗工坊+合作社”“非遗
工坊+企业”等经营模式，通过整合资源，
将分散的传承技艺人才聚集起来，致力
于非遗的挖掘、传承与开发，将黎锦、苗
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融入少数民族
文化产品，在传统基础上巧妙融合创新
元素，有黎族苗族服装、雨伞、挂件、双肩
包等。着力打造非遗文化传承产业链，
支持创建传习场所20个，设立黎族传统

制茶技艺、黎家酿酒等非遗工坊7个。
为提升非遗保护的积极性，五指山

市累计投入非遗保护经费2252.72万
元，在全省率先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发放2000元传习补助，有力推进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与此同时，五指山市通过紧密加强
与央媒、省媒及各大主流新媒体平台的
联系，把“村秀”这场视听盛宴通过媒介
成功传播到了国内外。据统计，“村秀”
相关报道传播覆盖了超8亿人次，其中
新闻稿件《海南五指山：“村秀”来啦！》
被新华社采用，《海南五指山：当丰收节
遇到民族秀把丰收的喜悦传遍秀场》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用，综合浏览量近
千万。五指山市还精心筹划两期全国
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
讨会，形成151项专题研究成果，两个
非遗项目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如今，五指山市正通过一项项具体
的工作创新与举措，不断推动着版权保
护工作不断焕发新活力，有效助力优秀
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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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

推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高质量发展
日前，第九届中国国际版

权博览会暨2023国际版权论
坛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会上
宣布海南五指山等10个地区
入选2023民间文艺版权保护
与促进试点。

这是五指山市自获得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国家级创
新型县（市）、中国气候宜居城
市、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市、全国
科普示范市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后，再添的一张“国字号”金名
片，这是海南省首个获得全国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
地区的城市。

近年来，五指山市持续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
工作，把民间文艺及其版权保
护工作作为黎苗文化传承创新
的核心要素和传统文化产业发
展的重要支撑，统筹推进黎苗
文化版权创造、保护、运用、管
理与服务各项工作，构建版权
保护工作新发展格局，推动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高质量发展。

瞄准数字化
勇担试点责任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日益成
熟并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经济生活
中的方方面面，数字时代民间文化
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等各个领域
的数字化发展也逐渐成为新潮流、
新趋势。

当前，五指山市以建设黎族苗
族精神文化家园为目标，着重抓好
民间民族文艺版权和促进工作，锚
定五指山市“1867 发展战略”目
标，紧紧围绕建设一批民族特色村
寨、出版一批图书文献和文化研
究、推进一批民族文化项目、打造
一批民族文化产品、发展一批以黎
药苗药为基础的南药康养项目、形
成一批民族文化生态，“六个一批”
这条工作的主线，以科技赋能民间
文艺版权保护的方式助推黎族苗
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下一步，五指山市将以精品
项目推动试点工作落地落实。”五
指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将通过成立五指山民间民族文艺
版权工作站，为民间民族文艺企
业、单位、作者打造一个集版权登
记、作品维权、创作展示、教育传
承、研究交流、拍卖交易等功能为
一体的艺术阵地和工作平台，同时
在实践中建立健全民间文艺版权
工作管理机制。

作为试点地区的亮点之一，五
指山从2023年开始，实施民间民
族文艺数字化保护与推广项目，项
目以黎锦数字化国际化为起点，通
过将黎锦民族服饰图案数据化的
过程（包括图案资料采集、图案数
字化转换、数据库的建立和数字化
图案的现代应用四个方面）的应
用，探索民间民族文艺普及数字化
登记、数字化保护、数字化交流和
数字化国际推广等经验模式。

与此同时，五指山还将积极开
展民间民族文艺作品登记注册及
数字化登记工作（黎锦数字化），让
全市民间文艺工作者为自己的民
间民族文艺作品办理“身份证”，使
版权保护意识从无到有，作品版权
登记从少到多。

结合一系列工作举措，当地努
力向全世界展示独特的五指山民
间文化，积极探索科技赋能民间民
族文艺版权保护新模式，激发优质
版权作品创作活力，促进民族地区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策划/钟丽 撰文/解楷）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

共识，宣传教育的环节必不可少。五指
山市扎实推进版权保护宣传“进农村、
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网
站”六进活动，大力宣传版权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和版权保护的重要意义，让版
权保护知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营造
了浓厚的版权保护意识氛围。

一方面，五指山市充分利用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各乡镇、单位宣传栏，
LED显示屏，村村通广播等现有的宣传
阵地和渠道广泛宣传版权保护知识。同
时，通过微信公众号、新闻app和当地融
媒体中心等融媒体矩阵，发布版权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文化市场巡查情况、版权
主题宣传活动等版权保护相关讯息，在

“我爱五指山”app上设立“扫黄打非”板
块，发布版权工作信息等等，充分发挥五
指山市的媒体宣传效应，形成网上正面
舆论强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另一方面，深入开展主题宣传和培
训，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积极宣传版权
保护理念。结合“文化惠民”工程，“三
下乡”文艺演出，“送戏下乡”等活动，通
过将版权保护、“扫黄打非”知识编排成
快板、民歌、三句半等节目，在活动现场
设置宣传展板等方式，宣传版权保护知
识，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同时，结合开学季，深入各校园，通
过设置咨询台、悬挂条幅、张贴海报、发
放宣传资料、举办知识讲座等形式，向
在校学生宣传版权保护有关知识，为学
生介绍版权工作的主要内容和范围，在
广大师生间树立尊重版权的观念。联
合邮政部门组织70余名寄递行业从业
人员开展版权保护业务培训和实地督
查，不断提升行业人员的版权保护意
识，确保从寄递源头上抵制非法有害出
版物的侵害，形成版权保护合力。一年
来，举办“绿书签”“知识产权宣传周”

“护苗·2023”等主题宣传活动15场次，
发放宣传折页6000余册。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需要加强执法
监督，净化社会版权保护环境。自获批
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
区以来，五指山市不断加大版权执法监
管力度，夯实版权执法监管基础，强化
版权执法监管力量，不断加强执法队伍
建设，坚持部门联动，主动出击、多方协
作、扩线彻查。

具体而言，五指山市制定印发了
《五指山市出版物发行市场专项检查工
作实施方案》，成立了出版物发行市场专

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各发行单
位业务指导和工作考核，建立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目标责任体系和责任
追究体系，形成联动配合的工作机制。

与此同时，加大开展日常巡查的力
度，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对文化市场的巡
查、暗访和执法检查，有效筑牢文化市
场安全屏障。截至2023年12月，共组
织部署检查出版物市场176家次、网吧
64家次、娱乐场所111家次、影剧院3
家次，出动执法人员467人次，执法车

辆202车次，共收缴非法出版物1249
件，其中单本书籍1143本，套装书106
套，盗版CD光碟84张，没收非法出版
物82本，行政立案3宗。

另外，五指山市还结合重要时间节
点和重大会议活动，先后组织开展元
旦、春节期间出版物市场及春节档院线
监管、开学季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等
行动，严厉打击各类侵权盗版违法违规
行为，坚决维护版权保护工作良好秩
序，不断净化版权保护工作生态环境。

取得这项荣誉称号，离不开党委政
府的高位推动。五指山市把版权保护
工作作为传承发展黎苗文化和弘扬民
间民俗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将版
权保护工作和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
进试点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
日程，并进行常态化管理。

五指山市在加强顶层设计方面，建立
了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当地着眼民间
文艺版权与促进的难点、痛点，从健全工作
机制、搭建转化平台、探索立法保护等方面
先行先试，不断完善版权管理体制机制。

五指山市先后研究制定出台了《五
指山市传承和发展黎族苗族文化工作方
案》《五指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管理实施方案》《五指山市非遗传承人才
培养“青蓝工程”实施方案》《五指山市文
艺精品创作基金扶持奖励办法（暂行）》
等系列文件，为优化版权保护环境，激发
创新创造活力，推动版权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和政策保障。

目前，五指山市已经形成市委市政
府主导，各职能部门相互配合的民间文
艺版权保护和促进基本格局。为保障

工作顺利开展，研究设立“五指山市民
间艺术版权保护工程”专项资金，加快
提升民间文艺版权治理工作水平。

如今，依托黎族、苗族文化优势，当
地充分发掘本地区丰富的民间民族文
艺资源，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本地优秀的
民间民族文艺的保护与发展，努力打造
一个“政府支持+市场追捧+大众受益”
的民间民族文艺版权保护和发展新模
式，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版权助力文化传
承和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深挖本土优质文化资源，焕发版权保护工作活力

坚持高位推动，构建版权保护工作新格局

加强执法监督，净化版权保护环境

加大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五指山市黎锦技艺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刘香兰，在非遗工坊带
动农村妇女织造黎锦增加收入，助
力乡村振兴。

本版图片均由五指山市委宣
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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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马兰戈尼学院深圳校区教师给五指山学员进行艺术设计教学的
场景。

“村秀”上，模特展示特色创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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