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孙远明

1月30日，2024年全省文化和旅游工
作会议在济南召开。记者在会议上获悉，
2024年将大力实施文旅高质量发展行动，
抓实抓好全面繁荣艺术创作、文化遗产
保护、提振文旅消费、培强文旅产业、塑
优管理服务等重点任务。

全面繁荣艺术创作，在塑造新时代
齐鲁文艺高峰上创优提质。加强已有剧
目的打磨提升，瞄准“五个一工程”奖，持
续提升青岛京剧《东方大港》、省柳子剧
团现代戏《大河粮仓》、省话剧院话剧《孔
子》；瞄准“文华大奖”，进一步做精做优
省京剧院京剧《燕翼堂》、省杂技团杂技
剧《铁道英雄》等。实施黄河、大运河、齐
长城美术创作工程，继续开展“齐鲁画
风”走全国活动。加强与剧场院线合作，
推动民族歌剧《沂蒙山》等精品剧目开展
省内外展演巡演，探索线上演播，推介更
多优秀作品走出山东。对省直院团当年
度演出50场以上、近三年累计完成市场
化演出100场以上的精品剧目给予奖励，
支持各市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演出激励
机制。

全面保护文化遗产，在提升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工作水平上创优提质。秉持

“大考古”工作理念，持续擦亮“海岱考
古”品牌，扎实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和夏商西周研
究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生业资源与
技术”研究课题。重点实施跋山遗址、岗
上遗址、焦家遗址、大汶口遗址、曲阜鲁

国故城遗址、前冢子头遗址等一批主动
性考古发掘项目，深化礼制起源研究，推
出一批重要考古研究成果，为实证中华
文明作出山东贡献。持续办好“山东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及“视频直播家乡年”“年画进万家 幸
福中国年”等系列展演展示活动。积极推
进“非遗在社区”试点工作，建立非遗与
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清单，推进非遗
活态传承。

全面提振文旅消费，在推动供需实
现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上创优提质。落实

“山东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把扩内需、
促消费摆在突出位置。大力实施“引客入
鲁”计划，开展“畅游齐鲁 乐享生活”系
列活动，推进“山东人游山东”；抓住济郑
高铁开通有利契机，突出加强中西部省
份客源开拓，开展东西协作(援建)游客
互访交流，构建常态化客源互送机制。用
好山东丰富的文化资源、海洋资源、山岳
资源、乡村资源、城市资源，着力构建富
有齐风鲁韵、山海情怀、好客风情的文旅
产品体系。

全面培强文旅产业，在增塑产业发
展新动能新活力上创优提质。实施“百企
领航”计划，对领航型、骨干型、成长型文
旅企业分类施策、加大支持力度，培育一
批优势文旅产业集群和领军企业。落实
金融支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联动机
制，用好鲁担文旅贷、文旅振兴贷等金融
产品。联合山东农担公司、山东担保集团
继续开展文旅融资担保工作，对重点文
旅项目加大担保支持力度。深化“百亿惠

千企”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
项行动，年内新增贷款100亿元以上。

全面塑优管理服务，在增强人民群
众文化获得感满意度上创优提质。为增
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满意度上创优提
质，在全省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实现
全覆盖的基础上，创新推进城乡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建设，年内新增200个以上文
博艺术空间、城乡书房等。举办山东乡村
文化旅游节，办好冬春文化惠民季、“四
季村晚”、广场舞展演、群众歌咏等活动，
群众性小戏小剧巡演达到2万场以上。借
鉴浙江“三团三社”经验，培植1000个群
众文艺团队，创新打造我省群众自办文
艺团队品牌，在全省开展优秀团队“百团
汇演”。

全面拓展传播交流，在讲好山东故
事、传播好文旅声音上创优提质。深化

“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宣传，将优质文
旅资源、产品纳入一体化宣推，突出旅
游目的地、爆款单品宣传营销，提升品
牌影响力。举办“好客山东毕业季”，创
意策划“好客山东故事荟”。串联沿黄9
省区，推进资源共享、产品共创、品牌共
建，打响“沿着黄河遇见海”文旅品牌。
强化“好戏山东”品牌宣传推介。实施山
东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策划推出文物
专题短视频，讲好山东文物故事。开展

“二十四节气打开山东”文旅推广。出台
关于促进入境旅游发展的若干措施，在
打通入境游堵点难点、提升入境游通达
性便利度、丰富入境游产品体系、提升
入境游客体验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措施。

擦亮“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品牌

2024年山东文旅继续做足“文旅+N”文章

见习记者 何雨晴

1月30日，2024年山东省文化和旅游
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会上通报表扬了
2023年度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突出单
位、获奖项目。具体内容如下：
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项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二、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1家
济南市
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1家
青州市中晨书画艺术产业园
四、首批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
1家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五、第五批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
山东金东数字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六、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区 2家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青州市
七、五星级饭店 3家
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信豪鸿腾国际大
酒店，泰安一滕开元名都酒店
八、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
2项
京剧《燕翼堂》《东方大港》
九、第三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2家
印象济南·泉世界文化旅游休闲街区、
青岛大鲍岛文化旅游休闲街区
十、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4家
青岛市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文化旅
游街区、烟台市八仙过海旅游区、威海
市九龙湾文化旅游街区、临沂市沂蒙彩
虹文化休闲区
十一、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3家
山东省淄博市领尚琉璃文化创意园、山
东省青岛市明月·海藻世界、山东省济
南市胶济铁路博物馆
十二、第二批山东省文旅康养强县 10家
济南市章丘区、青岛市城阳区、沂源县、东
营市东营区、诸城市、邹城市、泰安市泰山
区、威海市环翠区、日照市东港区、沂南县
十三、山东省乡村文化建设样板镇 10家
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镇、桓台县起凤
镇、枣庄峄城区榴园镇、烟台蓬莱区大
辛店镇、青州市王府街道、邹城市城前
镇、泰安岱岳区道朗镇、荣成市港湾街
道、齐河县祝阿镇、巨野县核桃园镇
十四、山东五大考古新发现
济南元代张荣家族墓地、平度市三埠李
家遗址、临淄区赵家徐姚遗址、临淄区
南马坊战国大墓、威海“靖远”舰遗址第
一期水下考古调查
十五、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6处
淄博淄川区渭一窑址考古遗址公园、滕
州市官桥村南墓群考古遗址公园、金乡
县鱼山堌堆考古遗址公园、嘉祥县武氏
墓群考古遗址公园、日照岚山区尧王城
考古遗址公园、德州陵城区神头墓群考
古遗址公园
十六、第一批山东省优秀革命文物保护
工程 6项
济南章丘老县委旧址修缮保护(一期)工
程、烟台市战场泊村许世友抗战指挥部
旧址修缮工程(一期)、济宁市王杰纪念
馆修缮工程、威海市刘公岛甲午战争纪
念地——— 北洋海军基地后勤保障设施
(屯煤所、鱼雷修理厂)修缮工程、德州市
德州机床厂旧址建筑修缮工程、菏泽市
中共夏营支部旧址保护修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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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海岱楼。记者 胡允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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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远明

1月30日下午，2024年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全面总
结2023年工作。记者在会上获悉，2023年
山东顺势抢抓复苏大机遇，提质赋能见
行见效。把握疫情转段的新形势、新机
遇，以创新求突破，以提质谋发展，以赋
能增活力，文化和旅游各板块工作亮点
频现。据旅游统计调查和客流与消费大
数据初步测算，2023年全年，全省接待国
内游客超过8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超过9000亿元。

文旅产业发展动能强劲。2023年全省
新增五星级饭店3家、新入选国家级夜间
文旅消费集聚区4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创建名单2家，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实施

“百企领航”“景区焕新”工程和“百亿惠千
企”行动，381个省重点文旅项目完成投资
660多亿元。城市休闲、乡村漫游、沉浸体
验等新业态不断涌现，淄博烧烤、大明湖
超然楼、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游爆火出圈，
构建起主客共享、分层多样的产品体系。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效显著。山东
在全国首创设置2600个文物保护公益性
岗位，实现省级以上文保单位全覆盖。

“海岱考古”品牌不断擦亮，全国考古工
作会议在山东召开，赵家徐姚遗址入选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省博物馆达
到796家，精品展陈不断涌现，六项主要
指标均居全国第一。革命文物工作持续
加强，“红色文化主题月”活动成为全国
亮点。山东5个社区入选全国“非遗在社
区”试点典型案例，数量居全国第一。

艺术创作展演活力充沛。2023全年
新创30余部大戏、80余部小戏，京剧《燕
翼堂》、话剧《孔子》等广受好评，青岛京
剧《东方大港》、德州杂技剧《山水国潮》、
菏泽郓城县山东梆子《黄河滩·老槐树》
等一批优秀剧目立上舞台。第十一届全
国杂技展演、第二届黄河流域戏曲演出
季、“济南国际双年展”等精彩呈现，群众
性小戏小剧创演经验在全国推广。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大幅提升。在五
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实现全覆盖的基础
上，创新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城乡书房达
到810家，国家一级图书馆数量跃居全国
第一，博物馆、美术馆观展人数再创新
高，群众文化活动点亮生活，送戏下乡、
冬春文化惠民季、“村晚”等活动引领乡
村文明新风尚。

2023年山东文旅“成绩单”表现亮眼
全省接待国内游客超8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超9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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