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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600 多年前，随着明代“调北征南”“调北填南”，

大量中原和两江地区的人口迁居贵州，与世居本地

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数百年间，中原、江南文

化与本土文化交融，沉淀形成了屯堡文化。对于屯

堡文化，贵州坚持高质量推进保护传承工作。

在挖掘中传承。贵州认真实施《贵州屯堡考古

工作方案》，指导安顺完成屯堡遗存调查资料整理，

编写《屯堡考古调查、勘探报告》，编制实施《贵州省

屯堡文化保护利用整体规划》，加强屯堡文化的保

护利用工作。开展屯堡文化遗产调查，完成安顺屯

堡村寨文化文物资源、屯堡文化遗存调查资料整

理。持续做好历史文化调查研究和考古发掘工作，

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制度，加大对文物保护的投入力

度，确保文物安全。做好特色文化研究阐释推广，

彰显多彩贵州特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底蕴。

在传承中保护。贵州高质量推进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大力推进万山朱砂矿系列文化遗产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深入推进考古工作能力建设，贵州

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入选“百年百

大考古发现”名单，8 项考古发现入选“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19 个项目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十四

五”时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中央预算内资金支

持。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省委巡视内容，建立巡视

巡察、督察暗访、日常巡查、包保责任和审计监督 5
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在保护中运用。贵州深入开展提升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水平调研、筹备建立相关协调机制。推进

建设多彩贵州人文馆和贵州版本馆。贵州省博物

馆和贵州省歌舞剧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挖掘

文物背后的故事并搬上舞台，推动文化遗产传承发

展。3 片历史文化街区入选住建部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利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通过培养传承人、开

展非遗展示活动等方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

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

贵州历史文化研究，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学

术著作等，提高贵州历史文化研究水平和影响力。

高质量推进历史文化研究推广

贵 州 民 族 文 化 丰 富 多 彩 ，各 民族历经千 年 迁

徙，衍生出多个分支，扎根在各处。600 多年交往交

流交融，各民族在保留自己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同

时，逐渐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并创

造了多民族团结和谐、共荣共生的典范，进而融入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近 年 来 ，贵 州 在 历 史 文 化研究 阐释 上 持续发

力，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学

术机构在重大课题研究、考古文博工作等领域开展

机制化合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立项 10 项关于

屯堡的研究，其中 8 项落地贵州。2024 年 6 月，《屯

堡文丛》“专题研究书系”新书推介会在第三十届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贵州展区举行，作为贵州对屯堡

文献全面收集和整理的重大出版项目，《屯堡文丛》

“专题研究书系”是对以往屯堡研究成果的深入总

结，涉及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

领域，相关成果将为今后屯堡的保护、研究和开发

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安顺地戏作为屯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近年来，非遗传承人加强技艺传承，并收集整

理安顺地戏的实物资料编撰成册，留存于世。

高质量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明代的卫所军制，以 5600 名军人为一卫，卫下

设 5 个千户所，千户所下又设百户所，1—2 个百户所

的军人驻扎在一起，一边戍守，一边耕种，形成了一

个屯堡村落。遍布贵州的屯堡就像一枚枚 600 多年

来 转 动 不 休 的 纺 锤 ，织 就 一 幅 黔 地 独 有 的 文 旅

画卷。

推行文旅产业升级。充分发挥屯堡文化作为

贵州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对内推动旅游产品体

系创新、产业链完善，以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实

现高质量发展，把地戏、花灯等屯堡艺术与数字娱

乐相结合。利用新媒体、动漫、VR、数字影像、游戏

等方式创新和提升屯堡文化的展示力，打造沉浸式

屯堡文旅新体验。对外依托创新科技和数字发展

等外部环境，提升旅游发展效能。通过推进旅游优

质产品供给、产业结构优化和功能完善，形成涵盖

亲子、研学、节俗、农事活动、生态田园、美食、康养

等多个要素，集屯堡旅游生产、转化及消费于一体

的产业链条，从而带动区域内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培育和壮大贵州旅游消费群体。

强化文旅品牌打造。2024 年 2 月，贵州省博物

馆基本陈列展“人文山水  时光峰峦——多彩贵州

历史文化展”开展，首次系统呈现黔地 30 万年历史，

市民游客走进场馆，追溯黔地历史，感受古今文化

脉动。贵州省博物馆 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超过 200万

人次，创历史新高。2024年 6月，家国亲情六百年——

2024“多彩贵州”夏季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江苏）暨招

商推介会在南京举行，贵州发布一系列文旅优惠政

策，推出“屯堡·家国六百年”多彩贵州屯堡文化经

典游学线路，邀请广大游客走进“公园省”贵州，体

验屯堡文化。

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贵州将继续做好屯

堡文化的挖掘、研究、保护和发展工作，讲好屯堡文

化中的家国担当和奉献故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

事，持续推动屯堡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让屯堡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云峰屯堡景区，安顺屯堡文化博物馆在乡间静

静伫立。走进场馆，屯堡服饰、农具、建筑、地戏唱本和面具等藏品错落有

致，地戏行头、花灯、银饰等一件件具有年代感的老物件，静静地诉说着历史

的过往，展示着 600 多年前人们的生产生活场景及风俗习惯。

贵州曾是卫所屯广布的军事战略要地，明初屯堡的建设和贵州承宣布

政使司的设立，有效促进了地方开发和民族融合。屯堡文化至今仍在贵州

大地活态传承，彰显着促进民族融合的时代价值。此外，贵州还拥有土司文

化、沙滩文化等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具有较强的研究推广价值。

为繁荣多彩贵州特色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凝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贵州篇章的强大精神文化力量，贵州提出大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

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

大文化工程”。其中，大力实施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工程，旨在加

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把贵州历史文化研究引向深入，更好展示贵州文明

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依托该工程，将进一步做好多彩贵州特色文化研

究阐释推广，充分彰显贵州特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底蕴。贵州将深入做好

屯堡文化研究，发掘屯堡文化的时代价值，让屯堡文化绽放时代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