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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德县 2023年布朗族
歌舞文化精品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为认真组织开展永德县 2023年布朗族歌舞文化精品工程项

目实施工作，着力做好惠民实事，根据有关使用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定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把保护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与传承建

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交

融、创新。

（二）工作方针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正确处理抢救、

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确保布朗族歌舞文化获得有效保护的前提

下，促进抢救、保护、利用的有机结合和协调统一。

（三）总体目标

为有效做好布朗族歌舞文化精品工程项目，使项目真正起到

传承、保护、发展的作用，年内完成购置歌舞服装（含道具）20

套，组建 20 人的民间文艺表演队伍并开展 3 场次以上的文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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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布朗音乐创作 6首，布朗舞蹈创作 4 个，制作影像光盘资料

1套。

二、项目建设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民族文化凝聚着本民族生产生活的历史，他体现一个民族的

积蕴，也是一个民族的特殊标志。永德县布朗族，是永德县世居

民族之一，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民间民族文化只靠口头流传或

行为传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只靠口头文化或行为传承

的各种艺术正逐渐瓦解、消亡。通过购置布朗族歌舞服装、道具、

组建民间文艺表演队伍、开展文艺表演培训、音乐创作、舞蹈创

作、制作影像光盘资料等方式，使布朗族的一些代表性文化、文

艺得以传承、留存很有必要。

（二）可行性分析

永德布朗族大部分聚居在德党镇、勐板乡、大山乡、永康镇

一带，当前，他们的语言、生产生活方式、节庆、歌舞、服装等

传统民风、民俗还有所存留。因此，以开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抢

救保护为契机，及时对该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收集整理和再创作

是可操作、可行的。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建设计划

（一）建设内容

计划购置歌舞服装（含道具）20 套，组建 20 人的民间文艺

表演队伍并开展 3场次以上的文艺培训，布朗音乐创作 6首，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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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舞蹈创作 4个，制作影像光盘资料 1套。

（二）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 14万元，其中：

1.购置歌舞服装（含道具）20套，计划投资 4万元；

2.组建 20人的民间文艺表演队伍并开展 3场次以上的文艺培

训，计划投资 1.5万元；

3.音乐创作 6首，舞蹈创作 4个，计划投资 7万元；

4.制作影像光盘资料 1套，计划投资 1.5万元。

（三）资金来源及渠道

资金来源：14 万元项目投资全部来自于 2023 年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资金渠道：《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22〕270 号）

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

展任务）350万元，《永德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

组关于 2023 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使用

的批复》（永巩固振兴组〔2023〕5 号），将其中 14万元资金安

排用于永德县 2023年布朗族歌舞文化精品工程项目。

四、效益分析（联农带农机制）

一是通过项目的实施，能有效传承和保护永德县布朗族的一

些代表性文化、文艺，结合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节日和永德县每

年的“芒果之乡文化旅游节”等平台，向游客展示布朗族的文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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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让游客近距离观看、欣赏布朗族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不仅

能有效改变当前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不重视和不甚了解的状

况，在观念上构建起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还能为投资环境的营

造和改善提供人文保障，进一步推动全县文化旅游业、文化产业

的发展，促进群众创效增收。

二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服饰由当地具有布朗族服装缝纫技

术的群众负责制作，通过支付劳务报酬方式增加了服饰制作人员

的收入。

三是组建的民间文艺表演队伍 20人，通过发放误工补贴或

补助的方式，也直接让他们获取一定收益；接受文艺培训后，也

为他们以后增加收入打下了条件。

四是项目的实施，事关全县布朗族的文化遗产，全县布朗族

群体都将受益。

五、项目的组织实施及管理

（一）项目组织

1.认真宣传讲解国家有关少数民族文化抢救保护扶持政策，

营造舆论氛围，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全社会的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意识，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认可，使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

设。

2.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成立由县民族宗教局局长任组长，

相关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聘请对布朗族文化比较了解、熟

知的民族人士作顾问，一起负责统筹项目实施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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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

经过调查研究，为保证项目质量，项目委托第三方（永德县

布朗族文化传习所）具体组织实施。其中：服饰由永德布朗族服

饰制作传习中心周美芳负责组织制作；由县布朗族文化传习所负

责组建民间文艺表演队伍和培训，负责购置开展文艺培训需要的

民族音响设备 1套、象脚鼓一个、铓锣片镲个 1 对，三弦 1把，

芦笙 1把、笛子 1把、其它道具 6件；由县布朗族文化传习所杨

金召负责对接征集歌曲创作人和舞蹈编制人，完成音乐和舞蹈创

作；由县布朗族文化传习所杨金召负责对接国风摄影，完成影像

资料制作。

（三）具体管理要求

1.严格按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农〔2021〕19号）、财政部等 6部委《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农〔2022〕

4号）、《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

财农〔2021〕140号）和省财政厅等 6 部门《关于加强中央和省

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云财

规〔2022〕23号）规定管理安排使用资金，专款专用、专账核算、

厉行节约，不截留、不挤占、不挪用，促进布朗族歌舞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

2.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意见精神，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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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及考核办法》（云财农〔2022〕110 号）要求，加强项目资金

纯净管理，同时做好资金项目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接受社会和群

众监督。

3.安排专人负责项目实施工作，抓好项目进度，监管项目实

施过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4.项目实施结束，及时组织项目验收组做好项目验收，形成

资产的，及时做好资产移交手续，确保项目成效。

附：绩效目标申报表

永德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2023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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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永德县 2023年布朗族歌舞文化精

品工程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张金文 0883-5211368

主管部门 永德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实施单位 永德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

其中：财政拨款 14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1.购置歌舞服装（含道具）20套；2.组建 20人的民间文艺表演队伍并开展 3场次以上的文艺培训；3.音乐

创作 6首；4.舞蹈创作 4个；5.制作影像光盘资料 1套。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置歌舞服装（含道具） ≥20套

组建民间文艺表演队伍 ≥20人

开展文艺培训 ≥3 场次

音乐创作 ≥6 首

舞蹈创作 ≥4 个

制作影像光盘资料 ≥1 套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当年开工率 ＝100%

当年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项目总投资 14万元≤

绩

效

指

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

社会效益

指标

项目受益人口 ≥9205人

生态效益

指标
……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项目设计使用年限 ≥10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加或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