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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协调农村民俗工艺传承的开发保护。制定陕西

市县级民俗工艺传承发展规划，明确农村民俗工艺传承

中开发保护的责任主体与侧重点。

3、强化农村民俗工艺传承途径创新

一是拓宽农村民俗工艺传承的展示平台。调整展示

陕西农村民俗的时间空间，在各类假期、日常锻炼、城

镇社区文体活动中加大对农村民俗活动的支持力度。推

进陕西农村工艺进城市、进单位、进家庭活动，开展形

式多样的参与方式。

二是加大农村民俗工艺技术创新力度。在保障知识

产权的前提下，借助智能化工具，运用农村民俗体验数

字化、农村工艺流程可视化的全息技术，增加室内民俗

工艺AR（移动应用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技术

的展示应用。

三是实现农村民俗工艺传承的区域融合。汇集陕北

农村民俗工艺的红色基因、陕南农村民俗工艺的生态基

因、关中农村民俗工艺的秦中基因，打造陕西万亿级农

村民俗工艺产业集群。

心”工程，需要文化和时间的长期有效积淀方可实现浸

润新疆各族人民精神世界的成效，进而充分发挥出文化

更基础、更持久的作用，化有形为无形，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增强做中国人的底气和骨气。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

开展文化润疆，让文化润疆更精准、更具体、更生动，

让认同更入心、更持久、更有力量，让各族民众人心归

聚、精神相依，奋力建设文化润疆引领示范区，为建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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