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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前夕，为加强岁末年初版权侵权
盗版问题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广州多区对
影院开展春节前专项检查，以确保春节期间
出版物市场及影院安全平稳，营造平安、和
谐、健康的文化市场环境，

开展专题培训，拧紧正版意识弦

在荔湾区，荔湾区新闻出版局（区版权
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卫健局、区应急管
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单
位组织召开了春节前出版物及电影院企业培
训会议，辖区12家影院、4家实体书店负责
人参与培训会议。

会议提到，电影院作为人流密集、空
间密闭的场所，应根据 《电影产业促进
法》《电影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开展经营
活动，强化主体责任，坚决消除生产经营
安全隐患。在会上，要求书店作为出版物
发行、零售单位，要依法依规经营，主动
学习 《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出版
物市场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增强法治
意识；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定期开展安全
生产、消防检查，注意经营场所用电安
全；加强员工的日常培训，保持消防通道
畅通。

荔湾区新闻出版局（区版权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荔湾区时刻紧绷安全弦，持续加
大对辖区电影院及出版发行单位的检查和管
理力度，压实经营主体责任，以实际行动织
密安全生产防护网，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生
产经营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在越秀区，版权局、文广旅体局等组成
联合检查组对全区电影院开展专项检查。检
查组对发现的问题当场进行反馈，并向影院
进行安全生产、版权保护宣传教育，要求影
院严格落实安全放映主体责任，发挥保护电
影版权关键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影厅
巡查，做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节日期
间电影院放映安全。

据了解，越秀区按照院线电影版权保护
的有关要求，加强日常执法检查和网络巡
查，加大对影院、相关网络服务商等的版权
监测，打击院线电影盗录传播行为，进一步
维护良好的电影市场版权秩序。

引导文明观影，加强版权保护

春节期间，众多贺岁大片齐上映，为引
导人们文明观影，进一步提高版权保护意
识，花都区委宣传部在春节前成立检查
组，对全区电影院开展节前安全放映和版
权保护专项检查。

行动共检查电影院 21 家次，出动检查
人员 50 人次，通过听取负责人介绍情况、
查阅票务系统、抽查核对观影人数等方式，
检查影院是否存在逃票漏票、盗录盗播等违
法行为。进一步加大影厅巡场管理和宣传引
导，主动履行违法线索报告义务，严格防范
偷拍盗录、非法传播等行为。同时强化对员
工的教育培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抓好影
院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和放映安全，切实维
护好电影市场良好秩序。

影院同样是从化区的工作重点，从化
区版权局、江埔街道等工作人员参与开展
出版物市场专项检查行动。行动重点检查
书店是否存在售卖侵权盗版图书或文创产
品的行为，影院证件是否齐全，是否存在
不规范使用票务系统、偷拍、侵权放映、
非法传播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听取影院负
责人关于影片版权保护工作情况介绍。检
查组要求经营单位要提升版权保护意识，
规范进货渠道，坚决杜绝制售侵权盗版非
法出版物、盗录盗播电影等行为，规范文
化市场经营秩序。

广州多区开展影院版权保护——

加强宣传 严抓落实
□广版

民间文艺口传心授、世代传承，是
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瑰宝。黄山
市地处安徽省南部，兼融山水人文，
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作为徽
文化的发祥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核心区，黄山独拥文化自然“双世
遗”、历史文化“双名城”。

深厚的人文底蕴，传承了千年民间
文艺。2022年11月，黄山市入选首批
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
区，黄山市积极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
试点工作与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国家级重点区域
建设结合，重点探索文房四宝、新安画
派、徽州雕刻、徽派建筑等民间文艺版
权保护与促进路径，促进更多徽派民间
文艺版权资源转化运用，推动徽文化传
承发展，为加快建设“大黄山”生态
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
地贡献更多版权力量。

以保护创建赋能试点工作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为更好发挥黄山当地民间
文艺资源的独特优势，厘清本地民间文
艺的现状和保护诉求，探索创新民间文
艺领域版权工作业态、模式、机制，安
徽省委宣传部将试点工作纳入 2023 年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要点，牵头成立试点
工作指导组，组织开展课题研究，并安
排试点专项补助。黄山市成立以市委、
市政府负责同志任组长和副组长的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制
定印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统筹资源力
量推进试点工作。

黄山市文旅局新闻出版管理科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为先摸清民间文艺

“家底”，黄山成立了民间文艺资源普查
小组，深入挖掘徽文化等民间文艺资
源，加大民间文艺作品登记力度，推进

《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立
法，《黄山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办法》获省人大常委

会通过。
在基本情况搜集了解清楚之后，黄

山市举办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论
坛，推动党政部门、民间文艺代表和专
家学者对加快做好版权保护与促进开展
交流。同时发布《徽州民间文艺版权维
权指南》，帮助民间文艺企业在最短时
间建立版权保护工作体系。

通过不断完善版权配套服务，推动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不断“向前
走”，黄山市优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在内的 15 家单位为首批徽州民间
文艺版权服务站，将徽州民间文艺融入
版权创作，提供版权保护咨询服务，为
了解、认识徽州文化打开独特窗口。

发挥产业带动优势，也是黄山市进
行的新尝试。2023 年，黄山市启动优
秀民间文艺作品版权产业转化重点培育
项目遴选活动，优选一批创作导向正
确、文化内涵深厚、原创设计独特、
产业转化“双效俱佳”的优秀版权作
品产业转化重点培育项目，示范带动
全市版权创作、保护和转化运用。加
快建设国家版本馆文房四宝专题馆（黄

山—宣城），对全市文房四宝产业进行
集中梳理。

“我们还重点探索了文房四宝、新
安画派、徽州雕刻、徽派建筑等民间文
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路径，打造徽派民间
文艺版权创新发展系列品牌。徽州竹艺
轩雕刻有限公司、竹溪堂徽雕艺术有限
公司、老胡开文墨业有限公司、一枝梅
剪纸艺术传播中心等徽州民间文艺代表
性企业成功入选省级版权示范单位。”
该负责人表示。

以系列宣传推动优质资源转化

民间文艺丰富多彩的黄山，拥有
490余处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4700
多处古民居，千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8000 处历史文化遗存，百万件文书文
献，数量居全国前列。

为进一步增强黄山民间文艺的影响
力，黄山市策划开展民间文艺版权服务
匠心行宣传活动，推动民间文艺技艺暨
版权作品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
社区，并在现场设立版权服务站，营造

尊重知识、尊重版权、尊重创造的良好
氛围；启动徽州民谣“寻谣计划”，推
动徽州民谣的研究阐发、普及教育、实
践养成和保护传承；举办“同绘家园”
黄山市民间文艺采风写生活动、人间有
味是徽州传统民俗巡演活动、徽州鱼灯
文创原创设计大赛和鱼灯故事微视频大
赛等传统民间文艺活动，促进版权保护
全民参与。

“我们还探索民间文艺作品保护机
制，补齐版权维权路径短板，推动竹
雕、徽墨、歙砚等企业强化版权资产管
理，提升版权创新创造水平。加快民间
文艺作品登记保护进程，结合普查遴选
行动，打造徽派民间文艺系列版权精品，
实施民间文艺作品‘品质革命’。评选认
定民间文艺版权示范单位和示范园区
（基地），发展壮大版权创新发展骨干力
量，推动优质民间文艺版权资源‘串珠成
链’。联合省文交所搭建版权交易平台、
畅通版权转化渠道，促进更多民间文艺
版权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记者了解到，黄山市还通过“四季
黄山”发布会、黄山旅游节、RCEP地
方文旅交流对话会等重要外事活动，打
造徽州民间文艺对外展示窗口。持续推
进“徽剧振兴”工程，举办第六届中国
非遗大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联合开展版权专
业人才培训，重点培训版权登记确权、
监测维权、授权交易等业务知识，提高
从业人员服务技能，提升综合服务质
量。拓展版权交易平台实用功能，加强
版权新业态监管，激发民间文艺版权创
作热情。

该负责人表示：“黄山民间文艺版
权保护事业正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
积极学习其他城市的先进做法和成功经
验，力争高质量完成试点任务，促进更
多的徽派民间文艺版权资源转化运用，
提升徽文化影响力，增强徽文化软实
力，推动黄山版权保护更好融入中国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发展大局，在新时代实
现新的更大作为。”

安徽黄山推动优质民间文艺资源“串珠成链”
□本报记者 朱丽娜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科右中旗乌力格尔厅内会准时响
起悠扬的琴声，一群扎根在科尔沁的老
艺人会用传统民间文艺说唱的形式，来
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党
的声音，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内蒙古草原
上绽放。

搭建平台
让民间文艺作品更好传下去

“您看一下，我们这些作品全部是
有作品登记证书的。”近日，内蒙古曲
艺家协会副主席、科右中旗乌力格尔艺
术家协会主席李照日格图向《中国新闻
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乌力格尔在汉
语中被译为“说书”，用蒙古族语言进
行表演，因此又被称为“蒙语说书”。

科右中旗是中宣部定点帮扶的旗
县，在中宣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驻科右中旗定点帮扶工作组的扶持
下，对一批关于民间老艺人创作的乌力
格尔作品进行了作品登记。更为可喜的
是，这些作品在创造了社会效益，丰富
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还创造了经
济上的效益。

科右中旗地区民间文艺作品在历史
上主要以口口相传方式呈现。乌力格尔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甘珠尔整
理了上百首乌力格尔传统曲目，但只能
在地方乌力格尔厅等地现场演出，旗文
化馆馆长韩宝力格创作的 《心灵的祝
福》 等 14 首歌曲，过去只能以非卖品
的方式赠送。

“我们的证书都在这里，这些证书
也是老艺人劳动成果的见证。”这时，
记者看到科右中旗文化和旅游体育局非
物质文化遗产股负责人白斯琴捧着厚厚
的一摞证书走了过来。她向记者介绍，
过去，大量优秀的民间文艺作品陷入了
艺术价值高、经济价值低的窘境，既无
法有效调动民间艺人创作的积极性，又
难以将相关产品形成品牌推广，严重制
约了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近年来，科右
中旗积极参与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
试点工作，让民间文艺作品更好地“传

下去”“活起来”“走出去”，让民间文
艺之花绽放出绚烂光彩。

“为让这些老艺人发挥好文化传承
的作用，让乌力格尔更好地服务于广大
人民群众。我们不仅为他们打造了专门
的场地，还为他们的演出支付一定的费
用。”科右中旗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马图雅向记者介绍，这些
老艺人每天的演出就在可容纳145人的
乌力格尔大厅，对每个登台说唱艺人每
天支付200元劳务补贴，仅此一项，一
年财政支出就达8万元。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乌力格尔厅位
于科右中旗宣传文化中心大楼二楼，占
地面积894平方米，内设乌力格尔演艺
大厅、乌力格尔艺术陈列展览室以及非
遗创意空间等。乌力格尔于 2006 年被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这个
大厅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乌力格尔传播弘
扬的重要阵地。

全旗现有乌力格尔艺人登记注册会
员130余人，其中能说长篇乌力格尔的
旗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共44人。该厅于2011年开始免费对外

开放以来，年均观众2万余人次，累计
演出时长 7000 余小时，先后录存 《平
原枪声》等100部、共7200小时的乌力
格尔曲目。

多措并举
打开民间文艺展示窗口

“我们很小的时候，嘎查里有人来
说乌力格尔，我们就像过年一样高
兴。”同时作为乌力格尔项目的内蒙古
自治区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照日格图
向记者介绍，在那个缺少精神文化生活
的年代，每当有乌力格尔艺人的到来，
人们会围在屋里屋外好几层来听书。因
为喜欢和热爱，后来，李照日格图从
17 岁开始登台演出，1968 年出生的
他，一晃在舞台上已经近40年的时间。

2022 年，中宣部在内蒙古开展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科右
中旗将以乌力格尔为代表的民间民俗传
统音乐作品的收集整理、活化利用作为
民间文艺作品版权保护的着力点，对民
间文艺作品申请作品登记。

1984年，李照日格图拜胡尔奇布仁
巴雅尔为师，向他学习乌力格尔曲目。
1985年，又拜胡尔齐特布敦扎布为师，开
始了他的乌力格尔艺术生涯。从1994年
起，他在中央电视台、内蒙古电台等多个
平台播放《罗通征北》等9部乌力格尔曲
目以及多部好来宝（蒙古族语为联唱之
意）。他从1993年至今，培养出白乌云毕
力格等15名徒弟。曾多次举办全旗乌力
格尔、好来宝培训班，并担任授课教师。

科右中旗乌力格尔艺术家协会在快
手注册了“我在内蒙古”和“这里是内
蒙古”两个账号，还建立了两个海外账
号。借助短视频、直播等大众传媒，丰
富的传统民间文艺得到充分展示和推
广，有的甚至走出国门，亮相于世界舞
台。这些都为民间文艺被发现、被开发
和被赋予更多的价值提供了宽广的渠
道，也为科右中旗文旅品牌形象的展示
提供了新的渠道。

截至目前，科右中旗共申报曲艺作
品110件，审批通过106件，正在审批
中4件。腾讯音乐一次性采购版权认定
的曲艺作品100件，这些作品给艺人带
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后续还将通过点
播、数字专辑等形式实现二次销售收入
分成。目前科右中旗已与腾讯音乐、快
手等建立合作，以版权保护赋能民间
文艺，为传统文化赋予时代活力，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提供平台
和渠道。马图雅向记者介绍，腾讯音
乐采购的100件曲艺作品均已在腾讯平
台上线，将进一步扩大非遗的影响力，
推动民间文艺传承发展。

“科右中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
厚，曾荣获全国文化先进旗，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蒙古族刺绣文化之
乡，乌力格尔之乡等称号。”科右中旗
旗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雪娇向记者介
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乌力格尔厅成
为本地区传承中华文明、繁荣民族文
化、坚定文化自信的平台，乌力格尔成
为唱响主旋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的重要载体，成为推动科右中旗文旅融
合发展、实现富民增收的有力抓手。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将以乌力格尔为代表的民间音乐作品进行整理，作为民间文
艺版权保护的着力点——

助力民族团结之花在草原盛放
□本报记者 张席贵

已进行作品登记的徽州雕刻作品《人间百态》。安徽省黄山市文旅局 供图

荔湾区组织召开春节前出版物及电影院
企业培训会议。

广州市荔湾区新闻出版局（区版权局）
供图

广州市从化区开展节前版权保护专项检
查行动。 广州市从化区版权局 供图

在科右中旗举办的乌力格尔好来宝培训班汇报演出现场。
科右中旗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