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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山东手造”旗舰店亮相

来源：2022 年 6 月 19 日 大众日报 刘英 李洪翠

本报济南 6 月 18 日讯 今天上午，“山东手造”进高速

服务区、进景区、进商超、进酒店、进非遗工坊启动仪式在

青银高速济南东服务区南区举行，首批“山东手造”旗舰店

亮相，形成线上线下多渠道运营推广“山东手造”的新局面。

上午 10 点，在青银高速济南东服务区南区的“山东手

造”旗舰店里，济南市章丘区“90 后”木版年画传承人高瑞

朝，一边向观众示范版画的制作技法，一边介绍由他创意设

计的不同年龄段李清照形象的雕版，圈粉一大批年轻观众。

在首批亮相的 5 对高速服务区旗舰店中，集聚了全省“烧制

锻造类、织造印染类、雕刻工艺类、文房四宝类、美术绘制

类”5 大类 600 余种知名手造产品。

据介绍，今年年底前，山东高速集团将再建设 17 对“山

东手造”进服务区推广示范点，同时搭建运作线上商城，将

丰富的“山东手造”产品推广至全国。

当日，“山东手造进商超”首家落地样板门店——银座

济南马鞍山店焕新开业。同时，我省以曲阜三孔景区、台儿

庄古城景区、青州古城景区 3 家 5A 级和微山湖景区、周村

古商城、日照嗡嗡乐园 3 家 4A 级旅游景区作为试点，重点

指导推进手造进景区示范项目。在推动手造进景区的同时，

省文化和旅游厅搭建“山东手造”线上平台，创新举办山东



非遗购物节，在山东文旅惠民消费季平台、网店平台开设“山

东手造”专区，鼓励和带动手造企业、非遗项目保护单位、

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开通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账号，开

展线上技艺展示和产品销售，借力新媒体让手造产品火热出

圈。

“山东手造”是我省着眼发挥文化资源丰厚特别是传统

手工艺资源优势，通过创意新造，推动更多体现山东文化创

意和齐鲁文化内涵的产品更好地进入市场、进入生活、走出

国门的重要举措；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塑造我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抓手。

前期，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牵头制订了《“山东手造”推进工

程实施方案》，力争到 2023 年基本建成集产销、研发、宣

传、展示体验于一体的“山东手造”产业体系，到 2025 年

形成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手造产业集聚区。

目前，“山东手造”各项重点工作已全面起势发力，“山

东手造·优选 100”即将正式发布，“山东手造”（济南）

展示体验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各市手造节、手造街、手造集

市等活动异彩纷呈，一批重点手造企业、手造园区、手造产

业群正在蓬勃兴起。下一步，我省将建立长效机制，以构建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为核心，通过推动传统手造产业与

新创意、新技术的深度渗透，真正把“山东手造”打造成为

推动我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品牌，打造成为助力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的亮丽名片。



文博游如何才能长居“顶流”

来源：光明日报 2022 年 6 月 2 日 覃皓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博场馆及公共文化场所成为青年

人开展社交、旅游打卡的聚集地。相关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5 月份，国内最受欢迎的景区类别中，博物馆、展览馆位居

前列，在预约参观博物馆的游客中，青年群体占比最高。社

交平台上，与文博场馆相关的内容数量正与日俱增，文博游

热度堪比“顶流”。

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博场馆为何越发受到青年人青

睐？文博游的社交属性为何日益凸显？

从文化角度看，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与面向未来的创新

理念在共生中创造了共荣。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到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再到《唐宫夜宴》《只此青绿》

等文艺作品，与文博相关的文化内容凭借创新的表现形式屡

屡“破圈”，引发了青年人的关注与喜爱。同时，各地文博

场馆运营方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过

程中，以创新手段力图让文物“活”起来，开拓了文博 IP

与盲盒、美妆、餐饮等各领域的“跨界”合作，让传统文化

融入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具有话题性的文

博相关内容，不断为青年人带来具有新鲜感的创新文化体验。

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今的文博场

馆已不局限于文物展示、文化讲解等功能。伴随着产业的发



展、科技的进步，文博场馆不仅整体“颜值”越来越高，更

在线下拓展出沉浸体验、休闲娱乐、文创消费等更多领域，

为青年人社交与打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线上，诸如故宫

博物院发布的“数字故宫”小程序、各类社交平台与文博相

关的话题区等数字化渠道，既让人们足不出户也能进行“云

参观”“云互动”，也为视障人群、老年人群体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还为青年人搭建起便于分享、交流的文博游网络社

群。

我们乐见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博场馆越来越“火”，传

统文化和古老文物越来越“活”，然而，青年人社交、打卡

的热点内容，往往是一段时间内的风尚所在，存在快速更迭

的现象。如何让文博游不限于一时的热度，能长居“顶流”，

得到更多青年人的持续认同，是各方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完善文博产业的体系化发展。须知，

青年人是最具创新力的群体，文博产业的发展绝不限于一时

之功、一代青年，必须在根植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的前

提下，结合数字化手段、开拓多元化业务、提高综合运营能

力，扎实推进产业链条整体发展，才有可能在与一代代青年

人的共同成长中收获认可。各地文博产业还要因地制宜，寻

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突出鲜明特色、坚持精品意识、保

持迭代更新，通过高品质的差异化内容吸引更多青年人。

另一方面，要紧扣以人为核心的关键点。各方既要立足

包括青年人在内的受众需求，不断创造具有传播度、参与度



和交互性的文博内容；也要培养和挖掘更多专项人才，为传

统文化融入更多创新思路。毕竟，青年人之所以在朋友圈晒

出文博游，还在于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感，唯有心中有

人，方能洞察人心所向，由此推出更多更好的内容。

那些穿越千年岁月的文化瑰宝也曾“青春”，正是经由

一代代青年人的守护与热爱，才得以传承至今。浮躁浅薄的

好看、有趣只能带来一时的新鲜感，历久弥新的文化内涵才

能真正打动每个时代的青年人，让文博游成为跨越时空的

“青春之旅”。

（作者：覃皓珺，系文化评论人）



文旅企业如何渡难关？看各地的“组合拳”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22 年 6 月 14 日 成琪

在疫情反复的情况下，走走停停的文化和旅游企业如何

渡难关？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各地政府纷纷打出组合拳，按

需出招，因地制宜。截至发稿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

近 20 个省出台了相关政策。

直接帮扶

急则治标，缓则治本。针对文化和旅游企业面临的困难，

部分省直接出台针对性政策，包括财政补助、税费减免、稳

岗返还、缓解价格上涨等一揽子措施。

山西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文旅企业纾困政策落实推

进企业创新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从推进文化和

旅游企业社保缴费办理、推动旅游企业创新经营、实施“引

客入晋”旅行社奖励政策等八方面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积极

应对疫情下的经营困难，推动文化和旅游企业创新发展。

云南出台了《云南省关于支持文旅行业的纾困帮扶措施》，

提出针对旅行社、旅游演艺企业实施以奖代补措施；通过降

低用电成本、缓缴社会保险费、退还保证金方式持续推进纾

困解难。

吉林在《支持文旅企业复工复业促进文旅市场疫后复苏

的若干政策措施》中，从减负降本、扶企助企、金融赋能、

拓宽渠道 4 个方面提出 18 条帮扶措施。



在四川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文化旅游企业纾困的若

干措施》中，明确提出，对依法在川设立，在保工保产、恢

复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通过综合考评的骨干旅行社，每家

给予一次性纾困补助 20 万元。对依法在川设立，保就业保

稳定、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下坚持演出积极服务四川省群众

文化生活、综合考评排名前 30 位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给

予一次性纾困补助 20-50 万元。对全省坚持接待游客、综合

考评前 40 位的 3A 级及以上民营景区，按景区等级给予一次

性纾困补助 10-40 万元。对 2021 年度被命名为“天府旅游

名宿”的旅游民宿，每家给予一次性纾困补助 10 万元。

间接出招

有的地方政府虽然没有直接从政策层面对文旅行业出台

相应政策，但在其出台的对服务业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中明

确提出了对文化和旅游企业的纾困帮扶。

广东印发了《关于广东省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

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针对旅游业提出了 7 条具体措

施。包括 2022 年继续实施旅行社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扶持政策，在对符合条件的旅行社维持 80%的暂退比例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暂退比例；开展以保险替代现金或银行保函

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试点工作。同时，作为旅游大省的

山西和云南在其出台的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

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提出，对当地旅游企业阶段性实施缓缴失

业保险政策，期限不超过一年，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江苏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两次出台相关政策帮助企业

纾困。2 月 28 日，江苏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

困解难着力稳定经济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对住宿餐

饮、文化旅游、对外贸易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给予重

点帮扶。4 月 17 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有效应

对疫情新变化新冲击进一步助企纾困的政策措施》，针对文

化和旅游行业提出，对符合条件的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

证金暂退比例由 80%提高至 100%。同时加大旅游产业发展基

金对小微文化和旅游企业的支持力度，今年投放的新项目不

低于 30%。省财政有关专项资金支持各地对住宿餐饮、文化

和旅游等行业企业防疫物资、消杀服务等支出。

此外，辽宁、甘肃、西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西等

也分别出台了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帮助服务业企业减轻压力、渡过难关、恢复发展，其

中多条助企纾困措施涉及文化和旅游行业。

牵线搭桥

除了用财税政策帮助文化和旅游企业纾困之外，地方政

府还积极通过撬动金融杠杆、牵线搭桥，推动普惠金融创新

在文旅行业的应用和推广，对于陷入困境的文化和旅游企业

给予延期还本付息等优惠，帮助文化和旅游企业活下来、挺

得住、渡难关，进而实现创新发展。

山西、河北明确提出，要加大对文化和旅游企业金融信

贷支持力度，积极协调各商业银行对到期还款困难企业予以



支持、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保持合理流动性。其中河

北还提出，引导银行用好 2021 年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

放的资金，优先支持文化和旅游行业。

除此之外，青海、湖北、四川、新疆等地还积极组织银

企对接会或搭建银企投融资服务平台，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和

政策传导的精准度。其中，对接会上，青海省 10 家文化和

旅游企业与 6 家金融机构达成意向贷款近 3 亿元；湖北省金

融机构与省文化旅游集团、武汉旅游体育集团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共给予意向授信 120 亿元。

在金融产品创新上，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将单列再贷款、

再贴现额度，增强金融机构对湖北文旅行业的金融支持，引

导更多信贷资源投向湖北文化和旅游受困主体。年内，湖北

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拟对文旅行业新增授信 237 亿元；安徽出

台的《关于金融助企纾困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提出，对符合

条件的存量贷款“应延尽延”、新增贷款“能贷尽贷”，全

年新增小微企业贷款 3000 亿元；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农

行山东省分行共同发布“金穗齐鲁?文旅振兴贷”创新金融

产品，三年内为文化和旅游企业提供 50 亿元新增授信额度；

河北设立文旅专项信贷产品，鼓励银行机构开展景区经营权、

门票收入权质押等融资业务，对文化科技企业开展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人才贷”等金融业务，开发和推广“云税贷”

“善营贷”“e 抵快贷”“美丽家园建设贷”“县域旅游景

区收益权贷款”等系列信贷产品，提高文旅企业融资的便利



性；四川对使用支小再贷款资金向文旅企业发放的普惠小微

贷款，给予 1.5%的贴息支持，贴息后贷款利率不超过

LPR+0.15 个百分点，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文旅等普惠小微

企业发放的贷款，按照余额增量的 1%提供激励资金。

疫情之下，对文化和旅游企业来说，地方政策就是及时

雨，无论哪种招式，只要能实实在在起到作用就是良方；对

地方政府来说，政策还需宜细不宜粗，切切实实解决企业最

迫切的需求，助力其走出困境。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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