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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首届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首届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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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实施方案

为推动文化消费结构升级，释放文化消费潜力，努力使

文化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市政府确定，举办首届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现制定方案如

下：

一、活动主题

享受文化·品味生活。

二、时间及地点

时间：２０１７年８—１０月。

地点：各县区 （含济南高新区、市南部山区，下同）。

三、活动宗旨

通过举办首届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在全市开展一系列

文化及相关活动，提升大众文化素养，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

供给结构，释放文化消费潜力，培养文化消费理念，引领文

化消费意愿，激励文化消费行为，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

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四、活动原则

（一）政府引导。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理

念，培育良好的文化消费习惯。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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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着力建立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的长效机制。

（二）市场运作。突出市场导向，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鼓励文化企业提高供给能力，推动文化业态融合，繁荣文化

消费市场。

（三）社会参与。充分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文化供

给和文化消费的积极性，让文化惠民从文化系统 “内循环”

转变为社会参与 “大循环”，逐步形成全社会参与、健康推

进的新局面，为群众带来更多文化实惠。

（四）惠民惠企。强化文化产品销售与文化消费对接，

拉近企业与消费者距离，采取财政直补消费者、商家优惠折

扣和社会支持等方式真正实现让利于民，扩大和培育潜在文

化消费市场。

五、活动内容

整合全市演出场所、电影院线、电商平台、书店书吧

等，推出低票价演出、电影展映、图书阅读、公益讲座、动

漫游戏、艺术品拍卖、文化商品促销等文化产品与服务，撬

动潜藏民间的文化消费能力。

（一）推出七大活动板块。

１．发放文化惠民消费电子券。文化惠民消费电子券与

政府鼓励文化消费补贴、商家优惠、积分奖励等直接挂钩。

我市居民持文化惠民消费电子券到合作单位进行文化消费，

可以享受惠民折扣、积分奖励等多项优惠，并可通过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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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等终端设备实时查看新鲜的文化消费信息。合作单位应

开辟绿色通道，保障特殊人群 （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农民工、

残疾人、留守儿童和低收入人群等）优先领用文化惠民消

费电子券。

２．举办文化惠民消费阅读季。依托我市各大书店的商

户资源，通过市场手段整合开展惠民文化消费阅读体验活

动。推出文化惠民消费图书节，开展 “品读济南”地方文

化图书专场展销、泉水主题书画展览、“我与泉水”征文比

赛、名家名篇诗文咏诵会、中小学生古诗词朗诵大赛 （推

荐参赛阅读书目）、国学经典诵读比赛、中华传统文化大讲

堂、老年大学公益培训讲座、名家进校园公益阅读指导讲

座、“亲子阅读”公益讲座、中小学生和公务员最喜爱的图

书评选等活动。

３．举办文化惠民消费演出季。联合省会大剧院、宝贝

剧场、北洋剧场等，通过低票价方式，吸引各类剧 （院）

团、乐团举办多种形式的演出，激活文艺演出市场，提高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实现以高雅艺术惠民。邀请济南国际友好

城市剧团或乐团来济演出，提升济南国际化水平。推出

《开心甜沫》旅游剧场、济南汽车音乐节、经典杂技剧 《红

色记忆》、曲山艺海—星乐汇、劳动者之歌—才艺大赛、第

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 （东部赛区）、中国梦．劳动美跟

党走文艺汇演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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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举办文化惠民消费电影季。通过市场手段，组织放

映各类国产、进口影片，以低票价为广大观众提供实惠，让

更多消费者享受观影乐趣。推出暑期儿童观影季、外国经典

电影展映、优秀国产电影展映、市民最喜爱的十大电影评选

等活动。

５．举办文化惠民消费科普季。响应习总书记号召，让

市博物馆的文物 “活”起来，让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大放

异彩。组织专家深入社区和学校，在介绍馆藏文物的同时，

引导制作与之相关的作品，通过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科普

讲座，让更多市民和孩子了解、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同时，

利用暑期开展小讲解员培训活动，让博物馆成为学校之外的

第二课堂。

６．举办文化产品惠民销售季。推出市图书馆馆藏精品

文创产品展销会、ＡＲ（增强现实）／ＶＲ（虚拟现实）及在

线视听交互体验展览、济南电视家居节、中华老字号特色商

品销售季、济南艺术品博览会、泉城美食文化节、２０１７夏

季婚博会、非遗产品惠民销售季、创意集市嘉年华、济南传

统手工技艺现场体验展售季等。联合拍卖公司组织瓷器、玉

器、书画、文玩、家具等各类文物 （艺术品）拍卖活动。

７．举办网上文化惠民消费季。邀请综合性电商龙头企

业共同参与，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围绕各类文化商品和服

务开展网上促销活动，让市民通过网络享受文化消费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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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济南国际友城网进口超市商品展销会、泉天下商城展销

会、聚匠网—非遗产品优惠季、艺都国际—艺术品网上销售

季、柏世传恒—珠宝首饰促销季等。

具体活动内容、方式、实施日期、优惠办法等由各主

办、承办单位制定详细方案，以适当方式发布，并配合市文

化惠民消费季组织机构做好宣传推广。

（二）建设文化消费服务平台。借鉴北京文化消费先进

经验，打造我市文化消费平台，聚集优秀文化商户和产品信

息，消费者通过平台可对市场上的电影、演艺、娱乐、图书

音像、玩具、珠宝首饰等各类文化商户、文化产品信息、优

惠活动 “一网打尽”。该平台还将为广大文化商户提供公益

性宣传推广服务，合作单位可登录平台，在平台上随时发

布、更新产品信息和优惠活动。

（三）打造文化消费微信平台。搭建以微信为载体，以

新华书店、影院、剧院等实体业态为基础的微信 Ｏ２Ｏ（线

上到线下）体验平台，将传统书店、传统卖场、传统影剧

院转型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体验式文化消费场所。平台将为

消费者提供折扣优惠。

（四）编制文化消费指南。由专业团队编制我市文化消

费指南，甄选出各类文化消费精品项目，为本地居民提供公

益性文化消费项目和经营性文化消费项目两部分内容，为居

民提供一站式文化消费资讯，全面呈现文化消费全景，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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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提供高品质文化生活导览。

（五）启动文化消费补贴。对市民看书、看报、看戏、

看电影、看电视等，由政府给予直接补贴，只要消费就可享

受不同的 “立减折扣”优惠，让图书报刊、戏剧、电视、

艺术品、文化旅游、“互联网 ＋”文化、婚庆摄影、文化主

题消费和公益文化活动覆盖全市城乡。通过政府文化消费补

贴资金购买文化服务，让困难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并引导群

众消费观念转型。

六、文化惠民消费运行机制

文化惠民消费采 “一卡一券一平台”运行模式。

（一）一卡。济南文化惠民 （电子）卡。该卡为实名制

文化消费积分权益卡。个人可通过手机移动端、ＰＣ端、电

视机端登录济南文化惠民消费服务平台免费注册领取文化惠

民 （电子）卡，文化惠民 （电子）卡长期有效。消费者到

签约商户进行文化消费，出示文化惠民 （电子）卡即可享

受惠民折扣、积分奖励等多项优惠，同时采用现金、银行

卡、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方式进行结算，消费金额作为

积分记录到文化惠民 （电子）卡中。

（二）一券。依托银联钱包和济南文化惠民消费服务平

台，发放一定金额的文化惠民消费 （电子）券，改变以往

直接补贴文化经营单位的做法，直接补贴给市民用于文化消

费，有助于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和促进大众文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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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三）一平台。创新打造济南文化惠民消费服务大数据

平台，连接供给端和消费端，实现文化信息宣传发布、百姓

文化需求数据搜集分析、文化消费引导促进三大功能，同时

实现济南文化惠民 （电子）卡在指定企业自动打折、定期

统计交易信息、信息传输、业务管理、数据分析等功能。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首届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牵头主办，市有关部门和各

县区政府 （含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市南部山区管委会）合

办，形成主办和合办部门单位各尽其责、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专业服务公司具体执行的筹办工作机制。成立济南文化

惠民消费季组委会 （成员名单详见附件），负责首届济南文

化惠民消费季筹办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推动实施。各县区也要

建立相应组织协调机制，保障本辖区文化消费季有效实施，

形成市、县区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组织体系。

（二）落实资金保障。市级统筹调剂现有宣传文化等资

金，支持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消费券发放，购买文化

消费平台服务，以及用于活动宣传推广以及活动组织、审

计、评估等工作。各县区也要安排相应专项经费用于引导和

扩大文化消费。

（三）积极宣传推广。市组委会负责搭建消费季活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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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宣传推广平台，聚力宣传推介七大板块重点活动和各县区

重点活动。各县区和各主办、承办、协办单位要充分利用各

种宣传手段和宣传平台，加大对首届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活

动的宣传和推广，最大限度吸引全社会参与。对纳入市组委

会的重点活动，各主办、承办单位应在相关广告和宣传物料

设计时，统一冠以首届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名称，进一步提

高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的识别度，打造文化惠民品牌。

（四）做好统计工作。承办市重点活动的单位要做好相

关数据收集汇总，各县区要做好本市重点活动相关统计工

作，主要包括参与活动人数、拉动文化消费金额、财政投入

额度、企业优惠折扣额度，以及活动产生的重大影响或成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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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南文化惠民消费季组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王桂英　副市长

副主任：韩振国　市政府副秘书长

伊沛扬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守海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郅　良　市旅发委主任

成　员：姜　华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副主任

任泽焕　市教育局副局长

陈启璋　市科技局副局长

车夕奇　市财政局副局长

张　娟　市商务局副局长

郭象峥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杨玉华　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唐　军　市审计局副局长

马　明　市体育局副巡视员

崔瑞宁　市统计局副局长

任晓策　市旅发委副主任

郦　弘　市金融办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

主任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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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金祥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副巡视员

文东河　市南部山区管委会副主任

邱　锐　市工商局副局长

张　琛　市服务业办公室主任

李乃芳　市双拥办副主任

徐冬梅　团市委副书记

郭　涛　市社科联副主席

赵文明　市文联副巡视员

韩　平　市科协副主席

李光明　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温　健　济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刘海涛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总

经理

崔　刚　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侯秀贞　平阴县副县长

郭冬梅　济阳县副县长

崔泽花　商河县副县长

丁晓红　历下区副区长

李咸梁　市中区副区长

陈　锐　槐荫区副区长

李向峰　天桥区副区长

李金国　历城区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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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亭　长清区副区长

王玉洁　章丘区副区长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伊沛扬、李

守海兼任办公室主任，郭象峥、任晓策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该组委会不作为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该项工作结束后自行

撤销。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济南
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印发

—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