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节县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三年行动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精神，按照县委 1239 工作思

路，以及县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行动计划要

求，进一步做好全县江峡文化、诗词文化、三国文化等文化

资源的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更好地发挥全县文化资源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全面融入旅游发展，全方位展示奉

节的诗情画意。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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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准确把握“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刻内涵，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弘扬，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丰富人民精神文

化生活，激活奉节县峡江文化、三国文化、诗歌文化的时代

价值，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奉节文化发展新辉煌。

二、工作目标

深度挖掘奉节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系统推动全县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工作，打造“诗词六进”群众活动品牌，让文化

深度赋能城区、景区，持续办好“中国·白帝城”国际诗歌

节，深度推进与《中国诗词大会》合作，全面擦亮中华诗城

金字招牌，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全



力建设文化强县。

三、工作重点

（一）历史文化挖掘。以有影响、有价值、有特色、有

开发潜力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重点，如红色文化、历史名人、

乡风民俗等，追本溯源，形成具有逻辑性、系统性的脉络体

系，展示、利用体系，以便更好传承、创新、发扬。

（二）景区文化赋能。以三峡之巅、白帝城·瞿塘峡景

区、三峡原乡、龙桥河、夔州博物馆等景区为重点，确定景

区文化主题定位，深度分析和提取奉节历史文化元素，进行

综合性运用和创造性开发，将奉节独特的自然景观烙上奉节

独特的文化印记，形成景区特色，增强游客不可复制的游览

体验，进而实现文化旅游经济价值转化。

（三）城区文化展示。重点对夔州街道、夔门街道、永

安街道、鱼复街道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阐释，合理

空间布局，完善规划建设，加强提档升级，在高铁、车站、

码头、城市街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园及广场等地通过场

景、小品、广告等方式，发展新型城市文化空间，全面展示

奉节的特色文化，加大城市形象的宣传营销，处处流淌诗情

画意的浪漫气息，彰显中华诗城文化气质。

（四）诗词文化教育。以学校为重点单位，以学生为家

庭诗词传教原动力，通过上好义务教育阶段奉节乡土文化必

修课程，办好诗词研学旅行，学跳竹枝舞、学唱竹枝歌，开

展传统诗词创作，争创诗教先进单位，举办夔州诗词挑战赛，



组织诗词文化活动，营造诗词文化氛围，加强诗词传承人培

育等，夯实“中华诗城”本底，加强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自

信，激扬全域化诗书情怀。

（五）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修

编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育；加大乡土特色文化挖掘，融

入到乡村建设中，留住乡情乡愁；推进文化结对帮扶，鼓励

具有乡土特色的文艺创作，特别是“三农”题材；发展乡村

文化特色产业，活化传统民俗技艺，振兴传统工艺。

三、工作措施

（一）组建专班。聘请我县本土文化名人、有关大学专

家教授、全国知名学会、协会专家，组建民间社团——夔州

文化旅游研究院，专班专职推进夔州文化旅游研究工作。研

究院设在县文化旅游委，安排专门的办公室，配备文化志愿

者，常年专职办公。制定工作计划，建立工作台账，采取交

课题、定目标、交任务等方式，实行定期交流与专题调研等

方式，推动成果的转化运用，深度对奉节县文、工、农、商、

学、兵、官等名人事迹事迹以及奉节的历史遗迹、历史故事、

民间传说、传统技艺及传人、民间风俗、红色文化等进行全

面挖掘、梳理和阐释，总结提炼出奉节精神，对历史文化在

旅游发展中的展示、利用进行专门研究，充分发挥好文化智

库作用。

（二）借智借力。一是充分利用奉节县文化旅游顾问优

势资源，寻求奉节文旅创新发展捷径，拓展奉节文化旅游的



宣传途径；二是加强高校院所联动协同，与北京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西华大学、三峡学院等高校建立友好校地合作机

制，着眼于为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创新提供决策和研究

支持；三是借助中华诗词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教学

会、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会等平台，开展领域广泛、形式多样

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四是持续与《中国诗词大会》《经

典咏流传》《跟着书本去旅行》等央视重点栏目深度合作，

不断扩大奉节文化旅游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五是与全国三国

文化研究会、中国杜甫研究会合作，举办国家级文化研讨会

议。

（三）融合发展。与乡村文化振兴、老旧小区改造、创

文结对联创、城市提升行动、特色餐饮酒店、重点文旅消费

聚集区、建筑围挡、T 型牌、LED 宣传屏、城区高挡墙高

边坡绿化美化、交通干道文化宣传、全县 4A 以上景区文化

的植入和展示、奉节乡土教材（人文、地理、历史等）编印、

文艺社团参与等宜融则融，能融全融，加快推动文化资源向

旅游转化，促进旅游业文化内涵提升，推进文化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和文化高效能传播。

（四）品牌创建。申报竹枝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持续做深做实“诗词六进”、夔州诗词挑战赛、诗歌节、《中

国诗词大会》等文化活动；常态化举办“阅读之星”、送文

化下乡等群众文化活动；围绕成渝双城经济圈，开展川渝中

学生诗词大赛，打造研学旅行品牌，推出相关线路产品；举



办竹枝词广场舞大赛、三峡地区民歌大赛；持续对《归来三

峡》进行整体提升和打磨；全力冲刺文化大华、群星奖、荷

花奖等国家文化大奖。

（五）讲好故事。一是做好培训，重点抓好导游、公职

人员、学生等各类人员和餐饮、宾馆、出租车等各类文旅行

业从业的培训工作；抓好导游的培训、培养和激励，评选金

牌导游，加大奖励、补助和扶持力度，导游达到 10 小时知

识储备量积累。二是围绕奉节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自然

景观、各类文化（江峡文化、诗词文化、三国文化、移民文

化、红色文化）等进行推介和宣传，先从干部做起，从学生

抓起，引导奉节社会各界人士，甚至每个奉节都熟知奉节历

史，讲得清奉节故事。三是积极推介，内容要精准，形式要

创新，方法要得当，载体要广泛，感受要强烈，效果要明显。

形成人人会讲奉节故事、处处为奉节代言的良好文化旅游推

介氛围。

（六）编撰丛书。一是围绕江峡文化、诗词文化、三国

文化三大主题，系统挖掘每一类的人物、事件、与奉节的关

联、科考研究成果等，理清文化脉络，形成文化体系。二是

推进《少年纤夫》《夔州名诗赏析》出版进度，发布《白帝

城遗址保护规划》《历代白帝城的空间格局与时空流变研究》

等课题，加快《竹枝词三百首》编写，启动《夔州风物》的

采编，启动《夔州诗全集》续编工作，启动《中华竹枝词全

集》《夔州图志（奉节历史地图及老照片集）》《夔州博物馆



馆藏文物集》《奉节文化故事》采编，形成夔州历史文化系

列丛书。三是在奉节各大酒店、餐馆、景区、各大书店设置

奉节文化书籍专柜或专区，让更多人了解本土文化；各大公

共文化场馆设置专区，对夔州历史文化系列进行展陈、借阅

等。

（七）建设专馆。在夔州博物馆（二期）项目建设中，

设置诗词文化专馆，展陈中华诗城的专题，展陈与《中国诗

词大会》深度合作中奉节文化旅游精彩呈现，连续举办中

国·白帝城诗歌文化节的视频、嘉宾、活动物料等，与中华

诗词学会和中华诗教学会合作的成果，与其他诗词城市合作

交流的印记，全县“中华诗城”创建的历程等；建成诗歌剧

院（中国诗词大会永久会址），配套诗歌文化广场、诗词研

学基地、诗词对外展示研学大厅等。

（八）活化文物。建设 1 个博物馆群落，对园区进行全

方位的布展；复建夔州杜甫草堂；启动修复一批古迹建筑；

加强奉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提升展

陈教育水平，推动成为旅游目的地；打造奉节文物展览品牌，

做好云展览活动；持续做好白帝城大遗址的考古、保护、研

究和利用；抢救性保护零散的文物资源；重视文物价值转化，

深度诗词研究和开发，形成一批奉节唯一的文创产品。

（九）数字展示。打造文化数字资源库群，联通上级公

共文化数字平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等数字化重点工程建设；建设智慧图书馆和博物馆、完善公



共文化云；促进供需在“云端”对接，发展云展览、云阅读、

云视听、云体验等；推进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

（十）群众主体。培育一批群众文艺团队，33 个基层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凝聚文艺骨干力量，拓展群众文化参与度；

创作一批文艺作品，充分利用县内各类文艺院团、老年大学、

青少年文艺群体、文化企业等开展创作活动，在重大活动中

展示创作成果；开展一批品牌活动，举办“中国·白帝城”

诗歌文化节，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办好农民丰收节、乡村文艺展演、广场舞、“村晚”、大众歌

咏、书画摄影创作等活动。各乡镇（街道）要积极培育本土

文化品牌，发掘本土文化人才，每年定期开展送文化（电影）

下村、文化艺术展演等活动，每年举办一场节庆活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全县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巩义胜任组长，县政协主席

吴康轩任常务副组长，县四大家分管联系领导任副组长，县

委宣传部、县文化旅游委、县文联、县融媒体中心等相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夔州文化旅游

研究院，设在县文化旅游委，按照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负

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形成工作合力，扎实开展文化挖掘工

作。

（二）重视队伍建设。提升本土文化影响力，提高本土

文化自信，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到文化建设队伍中。加强广大



群众奉节文化的了解、学习和运用，深化大众对奉节文化的

认识。拓宽文化人才发现渠道，注重专业和民间文化人才两

手抓。引进文化研究人才，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提高文化研

究人才待遇。提高县内各文艺协会参与文化事业的积极性，

主动为各类文化活动、座谈、讲座等作出建言献策、贡献力

量。

（三）加大资金投入。积极争取国家部委和市级文化发

展项目的支持，合理调整和整合各类专项资金。县财政每年

预算 1000 万元文化传承保护利用基金，用于保障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工作，其资金使用安排由领导小组审定。扩大融资

渠道，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创建，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企

业与社会共担、投入与效益共享的资金筹措与融合机制。建

立资金使用监督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投资问效、追踪管理，

最大限度发挥融资效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四）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各级各部门要安排专项资金，

专项用于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每年 10 月前，拟定下

年度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项目清单，积极对接用地、环保、资

金等部门，与全县重大项目清单统筹协调，报县委、县政府

审定。

（五）推动落地落实。一是各牵头单位、责任部门，根

据本任务分解表，在每年 10 月底前，拟定下年度工作任务，

明确目标任务、完成时限、责任人员等，报送县旅发办（样

表见附件 2）；二是加强督促检查，县府办、县旅发办按季度



组织督查，按季进行通报，按季组织调度；三是县旅发办以

督查、通报、交办任务为依据，按季进行考核评分，结果直

接纳入县委、县政府综合目标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