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保护传承濒危地方剧种
“中卫道情”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2023 年度全区戏曲公

益性演出（濒危剧种免费或低票价演出）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文旅函〔2023〕128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对濒危剧

种的保护传承力度，切实改善濒危剧种的生存发展状况，推动濒

危剧种的保护落到实处，根据“中卫道情”项目保护与传承实际情

况，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扎

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持续挖掘我市濒危剧种的文化底蕴

和价值，不断加大对中卫道情的保护力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推动民间艺术的繁荣发展。

二、领导小组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开展，成立保护传承濒危地方剧种“中卫

道情”项目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组织领导。

组 长：李伟善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张 强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副局长

成 员：王 岚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文化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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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勇 中卫市文化馆党支部书记、馆长

中卫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王晓芹 中卫市文化馆副馆长

马琪睿 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文化科工作人员

赵映涵 中卫市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专干

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卫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王晓芹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活动的具体沟通协调工作。

三、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2023年 1月—6月完成中卫道情戏《三个女红军》

的创排工作。

第二阶段：2023年 7月—12月完成剧目 100场次公益性演

出任务。

四、主要任务

（一）优化中卫道情保护手段。建立中卫道情数据资料库，

根据地方戏保护的紧迫性及濒危状况，围绕“中卫道情”传承、保

护与发展，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资料，建立“中卫道情”数据库，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分级保护与分类管理。扶持培育中卫

道情市场，结合乡村振兴实施战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支持中卫道情艺术表演团体参加重大艺术赛事，积极举办“送戏

下乡”、“戏曲进校园”等活动，为农村群众提供精神给养。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重视传承人保护力度，深入

实施青年艺术人才培养计划，支持中卫道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带徒授艺，努力推出新一代中卫道情艺术领军人才。扶持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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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情演绎团队持续发展，通过资源共享、项目合作等方式，为中

卫道情艺术表演团队免费提供排练演出场所。细化培训措施，采

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国内知名非遗专家来本地授课，

带领非遗传承人及非遗工作者走出去进行非遗研讨交流活动和

技艺创新培训。

（三）提升宣传覆盖深度广度。打造精品文艺节目，重新创

排契合时代精神的“中卫道情”小戏，使观众能够从舞台上直观感

受地方剧种的艺术魅力。鼓励支持中卫道情剧目积极参加全国、

全区地方戏曲展演和比赛活动，加强交流研讨，扩大中卫道情社

会影响力。扶持中卫道情开展公益演出，在复排优秀传统剧目的

同时，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鼓励优秀剧目在全市范围

内进行公益性展演。

五、资金预算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中央支持地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教）指标〔2021〕

694号）文件，下达中卫市戏曲公益性演出濒危剧种中卫道情免

费或低票价演出 50万元。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领导小组要切实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把濒危戏曲剧种抢救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严格落实责

任，加强统筹指导，详细部署各项工作内容，确保项目有序推进、

取得实效。要强化问责，对方案实施过程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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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濒危戏曲剧种“中卫道情”

抢救工程稳步推进。

（二）精心组织安排。根据实施方案及演出安排，各县（区）

文旅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组织工作。安排专人监督落实，对涉

及相关演出任务，要做好内容审查、现场秩序维持、突发事件应

对等各项工作。每场演出结束后，各演出单位做好演出“回执单”

和“满意度测评表”填报及录像、照片整理工作，按时完成演出资

料收存及上报工作。

（三）做好宣传工作。各县（区）文旅部门要积极对接新闻

媒体，充分利用各类自媒体、新媒体，多角度、多层次积极宣传

“中卫道情”，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濒危剧种保护传承的良好

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