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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文广旅局
关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近年来，漯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围绕职能工作，统筹

做好社会经济运行工作，现将我市文旅系统促消费落实情况

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为文旅企业提供惠企政策支持。一是根据文化和

旅游部办公厅《进一步调整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相关政

策的通知》要求，办理暂退 23 家申请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

证金 100%，暂退 79 万元，剩余 7 家旅行社经沟通没有暂退意

愿。自 2020 年至今，共暂退质量保证金 365 万元；二是印制

《文旅促消费政策汇编》，涵盖国家、省、市层面为企业纾

困解难政策措施，细化落实措施；三是积极行动，与企业加

强联系，收集重点项目融资需求并报送至市发改委；四是积

极为旅游景区开展贷款贴息奖补申报，目前，我市已有 1 家

4A 级景区河上街景区申报成功，在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贷款产生的利息，继续享受省财政年化利率 2%贴息政

策；五是已起草完成《漯河市“引客入漯”团队旅游奖励办

法（试行）》，待市政府同意后，与市财政局共同印发；六

是积极与市商务局进行沟通对接，目前已于 4 月 29 日、5 月

6 日发放两期文旅消费券 72 万元，文旅消费券重点投放在举

办美食嘉年华活动的食尚年华景区、漯湾古镇景区、河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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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沙澧河风景区、许慎文化园五个点位。

（二）支持文旅企业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一是鼓励景

区开展门票减免。许慎文化园、小商桥景区对市民免费开放，

南街村植物园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活动，神州鸟园景区推出夜

游半价活动、限时抢购门票大优惠等活动；二是积极开展文

旅活动。博物馆《大展宏“兔”——癸卯年生肖文物图片展》

长期免费对外开放，漯河市图书馆每周开展线上读者活动，

漯河市文化馆承办了漯河市 2023 年民间艺术大赛等文艺活

动，许慎文化园长期开办公益活动《弟子规》亲子公益课堂、

传统文化公益课堂，“拜字圣、诵经典”研学活动，有效宣

传和推广了传统文化，丰富了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三

是精心打造促销费载体。4 月 29 日至 5 月 21 日，我市将举办

2023 中国（漯河）美食嘉年华活动,计划在食尚年华景区、漯

湾古镇景区、河上街景区、沙澧河风景区、许慎文化园五个

点位,通过开幕式及闭幕式、景区联动、美食联评、赛事联盟、

群众联欢 5 个板块，拟开展的 60 余项格调高雅、主题鲜明、

富有特色的文化、旅游、美食、体育等系列主题活动，美食

嘉年华将有力推动漯河文旅资源共享、形成区域旅游协同发

展新格局，擦亮“漯食漯居漯游漯购”城市新名片。

（三）积极开发我市文旅资源。一是整合许慎文化园、

雪霁花海景区、青龙河湿地公园、老窝镇胡庄村、青年镇王

拱壁故居、召陵中宏种植专业合作社（红枫基地）、召陵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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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庄村、万金镇卸载村等乡村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幸福乡村

游 5 号线路，计划于 9 月底前开通；二是加快推动贾湖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贾湖考古遗址公园（一期）项目已完工。贾

湖考古遗址公园（二期）方案和初步设计已完成。贾湖遗址

博物馆已完工，计划 2023 年 5 月开馆；三是将贾湖文化园、

许慎文化园、神州鸟园等现有景区与沙澧河文化风光带进行

连接、与城市建设相互融合，对现有水上项目进行提升改造；

游船项目已投入使用，开通了沙澧河航线直达漯湾古镇，串

联两河四岸景点，让沙澧河文化风光带与漯湾古镇形成互动，

“梦幻沙澧、十里灯廊春灯节”在央视 13 套新闻频道播出；

元宇宙灯光世界项目目前正在施工中，预计 5 月中旬可建成

向市民游客展示。

（四）鼓励景区开展硬件升级及示范基地创建。一是许

慎文化园汉字化元宇宙展陈项目方案已进入论证阶段，智慧

景区建设已完成了声音复核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专用通

讯系统、辅助照明系统等工程以及调试工作；二是我局指导

临颍“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漯湾古镇、舞阳贾湖国家遗

址考古公园、舞阳林下休闲庄园、创建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三是支持双汇工业园、贾湖酒文化园、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

园区、郾城区先进食品制造业园区打造成工业旅游示范园区。

目前，贾湖酒文化园、郾城区先进食品制造业园区、南街村

工业园申报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区已上报省文旅厅，等待省厅



— 4 —

验收认定；四是继我市河上街景区、漯湾古镇景区成功申报

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后，积极培育食尚年华、许慎文化

园等景区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夜经济场景，培育创建省级夜间

文旅消费集聚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文旅消费发展的认识不够。全市文旅活动新爆

点不多，市场热不起来；文旅优惠没有充分送出去，对文旅

企业扶持力度不够，没有更好地激发出企业主体动能。

（二）能叫响全省全国的精品旅游线路少、精品体育赛

事少。目前，我市仍然是旅游出发地而非旅游目的地，除了

南街村乡村游、双汇工业游以外，能叫响全国全省的知名景

点不多，全市乡村旅游成熟的景点较少，一些特色村特色不

够鲜明，分布散乱，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精品旅游线路。在全

省全国知名度较高的精品体育赛事不多、影响力不强。

（三）专业人才短缺。我市文化队伍在年龄结构上存在

“青黄不接”、梯次配备不够等“断层”难题，尤其缺乏旅

游、考古研究、营销管理、规划设计等专业人才。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结合当前我市文旅消费发展实际，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断深化对文旅体产业的认识，加大文旅宣传工作，创新文

旅消费思路，对标对表先进地市，写好漯食漯居漯游漯购大

文章，全力拼经济、促消费、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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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盘活文旅资源，打造文旅精品名片。充分利用我市

丰富的历史文化文物资源、自然资源，提升文旅核心产业。

一是规划实施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在充分发展现有南街村红

色旅游，双汇、卫龙工业旅游，许慎、贾湖等历史文化旅游，

幸福乡村游等现有文旅资源的基础上，在全市重点打造 5 到

10 条精品旅游线路，力争把贾湖文化旅游区打造成为世界级

旅游名片。二是着力打造一批精品体育赛事。发挥区域性体

育赛事中心辐射带动作用，积极举办好全国空手道锦标系列

赛、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分站赛、漯河龙舟公开赛、场地

越野车赛等一批精品体育赛事，扩大在全省全国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集聚人气、商机，促进运动经济、水上经济和汽车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加快文旅项目建设，提升文旅产业发展。一是实

施贾湖文化提升项目，推动贾湖遗址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加快贾湖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指导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省级、国家级研学旅行基地。二是实施许慎文化提升项目，

进一步挖掘《说文解字》、贾湖契刻符号等汉字文化资源，

推动许慎文化提升工程项目融入国家黄河公园建设项目，高

质量完成许慎墓文物安全提升、智慧景区建设等，大力发展

汉字文化游，丰富汉字文化内涵。三是推动漯湾古镇及沙澧

河文化风光带提升项目,以打造 5A 级国家旅游景区为目标，

融入贾湖、许慎、食品等文化标识，加快建设食品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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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美食文化观光走廊”（沙澧河景区）、漯湾古镇

“豫食城”等项目，打造集生态、休闲、展演、美食及赛事

为一体的城市生态风光旅游带。四是实施城市文化提升项目，

把文物保护与旧城改造、城市文化提升相结合，发展漯湾古

镇、河上街古镇、北舞渡镇等古镇古街经济，打造国家级、

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和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五是实施时尚年

华田园综合体提升项目，建设非遗展示馆，推动食尚年华田

园综合体纳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精品线路，指导

创建 5A 级国家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全国知名研学

旅行基地、国家甲级旅游民宿集群、省级旅游休闲观光园区、

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六是实施神州鸟园提升项目，指导神

州鸟园景区提升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创建 5A级国家旅游景区、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三）做大消费市场主体，擦靓城市文化品牌。坚持文化

点亮城市、产业彰显特色、创新引领未来，坚持以文塑旅，

进一步提振文旅体行业信心，激发文旅体市场消费潜力。一

是加快筹建市文旅体投资公司。实现与省及其他地市文旅体

投资公司对接，为我市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提供更好的发展平

台。二是实施“13515”计划。力争引进 1 个亿级文旅体企业，

培育 3 个 5000 万级文旅体企业，壮大 5 个千万级文旅体企业，

建设 1 个文旅体产业园区（示范基地），创建 5 个国家级特

色旅游村。三是打造高标准文创产品基地。推进双汇系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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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南街村系列产品、卫龙辣条、舞阳农民画、贾湖陶艺等

商品化、产业化、集成化发展。四是进一步融入全省“行走

河南 读懂中国”品牌矩阵。精心培育汉字文化游、食品工业

游、乡村生态体验游等精品线路，策划组织中国美丽乡村休

闲旅游行暨首届漯河市乡村旅游推介大会、豫南七市旅游联

盟推广活动等，宣传推介好食品文化、贾湖文化、许慎文化、

商埠文化四大文化，打造“漯食漯居漯游漯购”城市新名片。

（四）强化文旅体政策保障，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争取上级政策支持。积极融入郑州都市圈，理出我市需

要省级层面支持的项目清单，力争与省文旅投集团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全方位开展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二是科学

制定配套政策。尽快出台《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体育产业融合

发展扶持奖励的实施意见》《漯河市促进旅游业发展奖励办

法》等，细化激活文旅体市场、实施引客入漯、人才引进的

具体政策举措，筹划发行漯河旅游“一票通”，重点对 4A 级

及以上景区贷款予以贴息，对组织专列引客入漯的旅行社给

予一定奖励，培育文旅体消费新的增长点。三是加快文化和

旅游高端人才集聚。引育文化和旅游领军人才，培养引进一

批文化、旅游和文物保护方面的领军人才；引育文化和旅游

产业领军人才，培养引进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和精品旅游产业

方面的创新创业、经营管理和技能领军人才；设立“名家工

作室”，充分发挥行业内名家的传帮带作用，推动漯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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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和旅游高端智库，加强文艺、

公共文化服务、旅游、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的理论和现实

问题研究，为文化和旅游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智

力支持。四是加大文化和旅游骨干人才培养力度。采取“走

出去、引进来、走下去”相结合的措施，分层分类开展培训

学习活动，与省内有关高校合作，有效提升文化、旅游、管

理等专业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