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政办字 〔2024〕10号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菏泽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

促进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市属

各企业,各大中专院校:

为加强我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促进民间文艺创新发展,做

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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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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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

要指示精神,发挥我市 “民间艺术之乡”资源优势,提升民间文

艺版权全方位服务能力,构建民间文艺版权全链条保护体系,推

动形成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 “全市域参与”格局,积极

促进民间文艺版权创造和运用,实现民间文艺版权赋能全产业发

展目标,为提升菏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作出版权贡献。

二、工作目标

到2024年底,实现民间文艺版权作品登记数量超过1万件,

探索建立民间文艺版权工作新业态、新模式、新机制,激活民间

文艺领域版权价值,推动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

进民间文艺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版权助力文化传承和乡村

振兴的新格局,争创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先行区,为全

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提供菏泽路径。

三、推进措施

(一)提升民间文艺版权服务水平。

1.打造民间文艺版权作品登记服务网络。在市、县、乡三

级服务网点基础上,根据全市民间文艺资源分布情况,依托民间

艺术家协会体系,设立协会、分会、企业 (民间艺人)三级民间

文艺版权服务网点。利用 “山东版权保护与服务平台”“爱山东

APP”服务平台,推行预约服务、上门服务、跟踪服务等多种作

品登记方式,扩大民间文艺版权作品登记服务覆盖面。(牵头单

位:市文化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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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索建立民间文艺版权交易中心。探索建立以汉服为主

要对象的曹县汉服版权交易中心、以工笔画为主要对象的牡丹之

都书画版权交易中心、以陶瓷为主要对象的黄河窑版权交易中心

等民间文艺版权交易平台,为民间文艺创作者提供版权登记、交

易、产品展示、确权维权等一站式服务。(牵头单位:市文化和

旅游局;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3.积极提升民间文艺版权快速维权服务水平。推动菏泽市

民间艺术家协会设立版权服务工作部,加强行业企业自我约束、

自我保护。为符合条件的民间文艺版权维权人提供法律援助,积

极发挥著作权纠纷调解、法院诉前调解功能,健全完善著作权纠

纷民事、行政、司法优势互补,调解、诉讼有效衔接的运行机

制。(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市文联、市法院、

市司法局、菏泽仲裁办,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二)加大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力度。

1.切实提高行政执法保护水平。进一步提高版权行政执法

队伍专业化水平,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压缩办案周期,提高案件

办理质量,不断提升版权行政执法效能。加大民间文艺版权行政

执法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度高、侵权假冒多发

的领域,开展民间文艺侵权盗版专项整治行动,维护民间文艺版

权市场秩序。(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各县区

人民政府、管委会)

2.建立民间文艺版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积极发挥菏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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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纠纷调解委员会、菏泽市文艺工作者权益保障工作委员会

等组织作用,建立健全民间文艺版权纠纷调解、诉讼有效衔接的

运行机制,落实跨部门、跨区域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协作机制。建

立完善市场主体诚信档案 “黑名单”制度,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探索建立行政执法、调解、仲裁、诉讼等民间文艺版权纠纷

多元化解决渠道。(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市

法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菏泽仲裁办,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

会)

3.健全民间文艺版权管理体系。推动从事民间文艺领域企

事业单位、个人工作室建立健全版权管理制度,配备相应管理人

员,加强与市、县版权部门的对接、沟通,逐步形成上下衔接、

整体推进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工作体系。(牵头单位:市

文化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三)推动民间文艺版权创新运用。

1.探索出台版权创新激励政策。积极探索民间文艺版权创

新、登记奖励办法,坚持质量优先、量质并举,推动相关组织、

企业和民间艺人等创作更多优秀民间文艺版权作品。发挥民间文

艺企业、高等院校的创新优势,探索开展版权质押贷款业务,鼓

励、协调金融机构开发民间文艺版权融资、信贷产品,引导民间

文艺企业加大版权投入,推动民间文艺作品与新科技、新设计、

新理念的结合运用,鼓励、支持民间文艺版权创新项目布局,不

断创造出新业态、新价值。以版权全链条形成贯通民间文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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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机制,推动民间文艺整体实现高质量发

展。(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市文联、市财政

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菏泽监管分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鲁锦、木雕、牡丹工笔画、陶瓷

等现有的4家省级版权示范单位为引领,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

进产业转化和国际交流,从版权保护制度、自主创新能力、诚信

经营等各方面协同发力,争取从山东省曹县云龙木雕工艺有限公

司、山东省曹普工艺有限公司、山东鄄城县鲁锦工艺品有限公

司、曹县明泽服饰有限公司、山东粮画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优秀民间文艺企业中,新培育民间文艺领域市级版权示范单位、

园区 (基地)5家和省级版权示范单位、园区 (基地)3家,打

造民间文艺版权创新典型。(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责任

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3.加强民间文艺版权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民间文艺版权登

记、版权交易、版权代理、版权资产管理等专业化人才培养,探

索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互为补充的版权人才培训

体系。通过自主培训、委托培训、联合培训等方式,积极邀请国

家级、省级民间文艺版权领域专家、知名学者到菏泽为民间文艺

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把脉问诊、出谋划策,对民间文艺版权

从业人员进行授课、培训,加快培养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

高的版权业务骨干,不断提升版权保护及服务水平。(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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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市文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四)促进民间文艺版权转化运用。

1.探索建立民间文艺版权数据库。深入调研、梳理全市民

间文艺资源、发展现状和发展需求,理清全市民间文艺种类数

量,建立菏泽市民间文艺版权资源数据库,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

与促进试点开展提供数据支撑。 (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责任单位:市文联,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打造特色转化项目。整合民间文艺资源,依托国家、省

级、市级版权交易平台,结合乡村文化旅游节、“2024国色花韵

盛世华裳”曹县汉服文化节、菏泽市民间艺术创作大赛、菏泽市

剪纸艺术作品展、 “花开盛世”中国牡丹之都手造创新大赛暨

“山东手造·创艺菏泽”产品展销会等品牌节会,展示民间文艺

版权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成果,加大对民间文艺优秀版权产

品的宣传推介力度,形成一批具有菏泽特色、国内外知名的民间

文艺版权产业品牌。激发民间文艺品牌创新活力,设立 “花开盛

世”等民间文艺版权转化项目,活化民间文艺资源,打通书画、

摄影、服装等民间文艺领域的版权转化通道,利用市场化手段加

快创新资源转化提升、推进版权产业项目转化,进一步激活民间

文艺版权价值,不断推进版权赋能民间文艺,驱动相关产业跨界

发展,促进民间文艺发展再上新台阶。(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

游局;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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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民间文艺版权宣传推介

1.加强民间文艺版权知识宣传。加强民间文艺版权宣传推

介,采取线上与线下、内宣和外宣等多种途径,大力开展民间文

艺版权宣传工作。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利用群众文化活

动开展民间文艺版权宣传;与非遗进校园相结合,提高中小学生

对民间文艺版权的认识;与旅游相结合,通过民间文艺进景区

等,积极宣传民间文艺版权知识;与普法宣传相结合,采取多种

形式宣传 《民法典》《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等,采用多种手

段在全社会普及版权知识、提升版权意识。(牵头单位:市委宣

传部;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菏泽日报社、市广播电视

台,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利用好各类版权展会。组织全市民间文艺企业积极参加

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等各类版权交易会、博览会,推介优秀民间

文艺版权产品,宣传民间文艺版权成果,不断扩大我市民间文艺

的影响力。(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各县区人

民政府、管委会)

四、时间安排

(一)筹备发动阶段 (2024年3月上旬):制定 《菏泽市民

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方案》,成立工作专班,建立工

作机制,召开试点工作动员大会,全面启动各项工作,利用各类

媒体做好宣传发动。

(二)落实推进阶段 (2024年3月至11月):按照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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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求,建立常态化工作调度机制,每月通报一次工作进展情

况,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推进会议,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

实。

(三)总结评估阶段 (2024年12月):按照边试点、边总结

的原则,及时总结评估工作进展情况,定期向国家和省主管部门

汇报试点工作进度。试点工作结束后,撰写高质量试点总结报

告,争取为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提供范例参考。

五、保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牵头,

协调相关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强化部门联动协作,明确责任分

工,完善配套政策,有效促进工作落实。待机构改革完成后,文

化和旅游局相关职责由改革后的部门承接。各县区也要参照市级

做法,明确任务目标,细化工作举措,抓好辖区内试点工作任务

落实。

(二)强化经费保障。市县两级根据各自实际,认真落实国

家和省、市有关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强

化资金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大力支持试点工作。

(三)完善推进机制。在市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

作专班领导下,强化上下联动、横向互动,凝聚工作合力。坚持

边推进、边评估、边总结原则,对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

各项任务措施,定期进行效果监测评估,及时总结提炼工作推进

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同时,市工作专班要发挥牵头协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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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时解决试点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试点工作

见成效、有实效。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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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法
院,市检察院,菏泽军分区,各民主党派市委。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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