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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
新形势下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激励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泉州市新形势下促进文旅经济高

质量发展若干激励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9月 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泉政办规〔202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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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新形势下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激励措施

为促进泉州市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遗产保护利用

典范城市、享誉世界的海丝多元文化国际旅游目的地、盛名全国

的最具烟火气旅游城市，结合实际提出如下激励措施：

一、支持文旅企业空间供给

1.对“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中国旅游集团 20 强”和国际知名

旅游品牌企业在我市新设立的文化旅游企业，采取“一事一议”给

予资金、人才保障、用地用林用海优惠等方面的支持。〔责任单位：

市文旅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含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

投资区管委会，下同）〕

2.对“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中国旅游集团 20 强”“福建省制造

业民营企业 50 强”在我市新设立的文化旅游企业（一级子公司），

租赁现有商业地产（写字楼）进驻办公的，属地政府根据企业年

度地方贡献给予费用补助（补助计算公式：年度地方贡献/年度租

金×地方贡献），最高不超过年租金的 100%，分 3 年给予奖励；

对购置商业地产（写字楼）进驻办公的，属地政府根据企业首年

地方贡献给予费用补助（补助计算公式：首年度地方贡献/房产购

置价格×首年度地方贡献），最高不超过首年地方贡献的 100%，

分 5年给予奖励。〔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3.鼓励国有企业利用闲置存量资产开办文化创意、旅游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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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演艺、非遗展示和体验、当代艺术等文旅业态，并纳入

国企绩效考核加分项给予加分；对租用国有闲置资产开办文旅项

目，且固定资产投资超 500 万元的，前 3 年视情给予 30%~50%

的租金减免，最高减免不超过 50 万元/年。〔责任单位：市国资委，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支持文旅企业提质增效

4.鼓励文旅企业规范服务，做大做强，每年安排不少于 500

万元资金，多维度对旅行社、国内外知名酒店、星级饭店和国家

A级旅游景区等企业进行综合评价，运营情况排名靠前的给予奖

励，并纳入旅游宣传推介重点。对国家 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国内外知名酒店、四星级及以上饭店进行改造提升，且固定资产

投资额超 100 万元并实际投用的项目，由受益财政给予投资方实

际投资额 5%的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责任单位：

市文旅局、商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5.对新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旅游饭店的项目投资主体，分

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80 万元、30 万元；对成功创建国家级文化产

业示范园区的运营管理机构，每个给予 100 万元奖励；对新评定

为国家、省、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

励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对新评定为泉州海丝文化主题街

区的项目投资主体，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对新获评国家甲级、

乙级、丙级旅游民宿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15 万元、

10万元。（责任单位：市文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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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鼓励各县（市、区）立足本地地域风情打造主题文化精品

酒店、旅游民宿，将世遗文化、地域文化、艺术民俗、现代科技

融入酒店（旅游民宿）建设、经营，对新获评市级主题文化精品

酒店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并纳入市级旅游推介重点。（责

任单位：市文旅局）

7.新开业的快捷酒店、经年审通过的旅游民宿，各县（市、

区）要结合当地实际出台相关扶持措施。〔责任单位：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

三、支持文旅消费扩容

8.鼓励各地举办大型旅游节、文化节、美食节、音乐节等文

旅活动，促进文旅消费。支持各地围绕传统节庆、民俗举办各类

主题文旅惠民促消费活动，支持景区、文旅企业在传统节庆及学

生寒暑期、周末等时间节点推出优惠券、打折让利等促消费措施，

市本级每年安排不少于 300万元的文旅促消费资金给予补助。〔责

任单位：市文旅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9.对在泉文艺演艺公司、年营业收入总额首次突破 1000万元

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的、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的、1 亿元以

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责任

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10.鼓励承接或引入大型演唱会，属地政府对在非专业演出场

馆举办单场售票 3000人至 1万人的营业性演出活动，给予演出举

办单位不超过单场售票收入 1.9%的奖励；单场售票 1万人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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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性演出活动，给予不超过单场售票收入 2.5%的奖励。单家企

业每年奖励不超过 1000 万元。〔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

11.对编创、运营具有泉州文化主题的大型演出剧目或引进国

内外著名剧目、节目，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取得较高影响力的，

当年度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万元。对反映泉州地域文化、体现泉

州元素、弘扬泉州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获评“五个一工程”奖、“文

华奖”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获得其他国家级文艺奖项的

给予一次性奖励 50~100 万元。（责任单位：市文旅局）

12.鼓励在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游休闲街区、文

旅消费聚集区、古大厝、古民居等经营具有泉州文化元素特色节

目的小剧场、沉浸式演出等文旅演艺业态，经营面积在 200 ㎡以

上（星级饭店不限经营面积）、经营满 1年、年度演出不少于 100

天的演出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责任单位：市文旅局）

四、支持非遗文创市场化

13.鼓励演艺公司发展，整合挖掘文艺院团演艺资源，通过市

场化运营模式激活国有演艺资源、非遗资源，每年安排 1000万元，

推进非遗、戏曲资源保护传承、创作创新、演艺传播和文化走出

去。（责任单位：市文旅局，泉州文旅集团）

14.鼓励国有文博场馆、美术馆、文艺院团等场所与文旅企业

合作，依法依规对设施、场所进行改造提升，配套建设餐饮区、

观众休息区、文创产品展销区、书店、研学场所等消费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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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开发等经营活动，所得收益 50%用于提

升文博、国有院团、非遗场馆等专业技术人员奖励绩效总额，另

外 50%用于提升演出设施设备、文创研发再投入等。（责任单位：

市文旅局、财政局、人社局）

五、支持泉州古城业态提升

15.鼓励非遗进泉州古城，对于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新开

设非遗传习所、非遗展示和体验场所并常态化运营的，分别给予

一次性奖励 25 万元、10 万元。对泉州古城重点引进的非遗传承

人项目，租赁国有资产进行运营的，分类分档给予一定年限减免

租金和相关倾斜扶持，由市文旅局审核确认后，国有资产持有单

位予以相应减免。鼓励各县（市、区）在泉州古城内设立县域非

遗主题展示体验馆并常态化运营，每个馆一次性补助 50 万元。（责

任单位：鲤城区人民政府，市文旅局、国资委，泉州文旅集团）

16.鼓励泉州古城内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将闲置的存量资

产用于发展文旅项目，重点发展旅游住宿、演艺、数字文旅、非

遗体验、特色餐饮和购物、当代艺术等。鼓励利用泉州古城国有

资产空间招引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开设形象专营店、商务会客厅。

支持泉州特色餐饮美食、青年创客等入驻泉州古城，给予第 1年

免租金，第 2、3年租金减半；经市文旅局审核符合减免条件的项

目，明确减免年限后，国有资产持有单位予以相应减免。（责任单

位：鲤城区人民政府，市古城保护发展指挥部办公室，市国资委，

泉州文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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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安排一定资金，鼓励文旅企业加大旅游交通车辆投入，完

善泉州古城交通网络体系，形成常规公交“小蓝”、古城“小白”、

公共自行车“小黄”、电单车“小橙”等多形式的旅游交通方式，让

古城的出行更加便利。（责任单位：鲤城区人民政府，市交通运输

局、城管局，泉州交通发展集团）

18.鼓励组建泉州古城旅游度假区、世界遗产专职宣讲队伍，

并规范开展讲解服务。宣讲人员经文旅部门培训考核取得古城（世

遗）讲解员证，年度提供团队讲解 80 场以上且经考核获得五星、

四星、三星服务等级评价的，分别给予个人年度 4万元、2 万元、

1万元奖励。兼职挂靠从事古城旅游度假区、世界遗产宣讲工作，

经文旅部门培训考核并取得古城（世遗）讲解员证，年度提供团

队讲解 50 场以上的，给予一定补助。（责任单位：鲤城区人民政

府，市文旅局，泉州文旅集团）

六、支持文旅品牌宣传

19.培育打造泉州世界遗产超级 IP、“宋元中国·海丝泉州”、

泉州古城、网红打卡点等文旅 IP 品牌，完善科学的 IP 评价体系、

知识产权保护和授权管理办法；鼓励加强文旅品牌宣传、产品营

销，通过世遗榜单、文旅 IP 评选等措施，提升市场主体、个人对

文旅 IP 运营和打造的积极性，对综合评价为文旅 IP 的给予每个

项目一次性补助 5~50 万元并给予重点宣传推介。各县（市、区）

可结合实际出台相关资金奖励措施。〔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场

监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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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鼓励利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今日头条等新媒体正面

宣传城市品牌，助力“宋元中国·海丝泉州”爆款出圈、新媒体“大

V”孵化，推广文旅 IP、资源，从内容、点击量、评论数、转发量、

点赞量等多维度评价并给予一定资金奖励。每年合计不超过 100

万元。（责任单位：市文旅局）

21.鼓励微短剧、综艺节目合规剧组来我市取景制作。总时长

50 分钟以上且以我市为主取景地的微短剧、综艺节目，在省级卫

视或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知名平台播出的，按每 50

分钟给予一次性补助 10 万元；在央视播出的，按每 50 分钟给予

一次性补助 15 万元。每个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责任

单位：市文旅局）

七、支持金融赋能文旅企业

22.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信贷方式加大对文旅企业的信贷支持，

用好阶段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按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普惠

小微贷款余额增量的 1%发放激励资金。持续向金融机构推送文

旅企业“白名单”，优化“文旅专项贷”审批流程，进一步扩大优惠

政策惠及面。（责任单位：市金融监管局、文旅局，中国人民银行

泉州市分行）

23.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旅游企业在境内外上市、新三板挂牌

融资，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列入市级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名单的文

旅企业，完成股改的奖励 30 万元；在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挂牌

的，分别奖励 60 万元、80 万元；经福建证监局上市辅导备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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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 100 万元；上市申报材料获批的，奖励 100 万元；成功上市

的最高奖励 200 万元。（责任单位：市金融监管局、文旅局）

24.推动市、县两级及国企共同设立文旅产业创新发展母基

金，打造特色基金集群，引导和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文旅产业

投资，通过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促进新兴文旅企业和新文

旅业态快速发展。（责任单位：市文旅局、金融监管局、财政局、

国资委，泉州文旅集团）

八、支持文旅人才引进

25.对五星级饭店、国家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

假区、旅行社等文旅企业引进高层管理人员（需在知名文旅企业

担任副总经理或以上职务满 3年）、名厨（国内特级厨师或国际顶

级厨师）、中级以上导游等人才，经认定满 1年后开始，由受益财

政（个人社保缴交地）根据本人上一年度年薪收入情况予以引进

人才奖励。对应年薪（含本数）30 万元、50 万元、80 万元、100

万元的，每人每年分别给予 3万元、5万元、10 万元、20 万元奖

励。〔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26.鼓励小微文旅企业吸纳应届高校毕业生。对招用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小微文旅企业，按规定给予最长不超过 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

对毕业 5 年内高校毕业生来泉创办文旅企业的，按规定给予最高

1 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对持有导游证的高校毕业生，在泉州

本地旅行社专职从事导游工作，年度地接团队服务 80 场以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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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规行为，缴纳社保满 1 年的，给予个人一次性奖励 1 万元。

（责任单位：市文旅局、人社局）

同一项目符合本激励政策多项条款或者本市范围内其他扶

持政策条款或性质相似条款的，只可选择其中一项政策条款进行

申报，不得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原则上采取“就高补助”办法给

予认定，不予重复享受。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9月 13 日，由

市文旅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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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委各部门，省部属驻泉各单位，泉州军分区，

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泉州市委会，市工商联。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9月 1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