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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2020 年总结及 2021 年工作思路

2020 年 12 月

今年来，区文旅局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文旅局、

市体育局的具体指导下，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

服务和文旅产业发展。南外宗正司遗址、市舶司遗址、顺济桥遗

址 1 月 21 日被增补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泉州古城文化

生态旅游度假区”正式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闽台富美宫王爷信

俗、送王船、虎标万应茶制作技艺、 泉州卤料制作技艺等 4 个项

目获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一、2020 年工作总结

（一）扎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是做好申遗工作。用

时 19 天全面完成南外宗正司 6 栋房屋征收工作;按照市申遗办工

作要求，督促各相关单位落实问题整改，特别是做好南外宗正司

遗址和市舶司遗址 2 处新增申遗点周边环境整治，拆除南外宗正

司遗址和市舶司遗址周边近 20 处违章搭盖；完成我区 8 处遗产点

遗产标识、界桩界碑摸排、核实安装工作。二是做好文物保护工

作。开展泉州万正色故居抢救性修缮工作，做好施琅故宅、王顺

兴信局旧址、亭店杨氏民居等抢救性加固工作，同时积极推进“六

个一批”工作；对全区文保单位进行灭火器更换、增配、检测，

截止目前已全部完成；进行文保单位电气线路套管和智慧用电系

统安装，实现古大厝、古民居类文保单位智慧用电系统全覆盖；

启动全区文物调查工作，更好地做好鲤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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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日、周、月、季” 巡查制度，聘请具有消防资质的第三方安

防巡查专门机构开展安全巡查工作；落实文物保护单位“六位一

体”安全管理制度。三是完善各级文保单位基础信息。对我区 81

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定线落图，严格防控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内工程建设工作，确保文物安全；做好文物基础信息

的录入工作。四是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推进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积极组织第六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我区闽台富美宫王爷信俗、送王船、

虎标万应茶制作技艺、泉州卤料制作技艺等 4 个项目名列其中。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队伍建设。2020 年我区有 10

人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并积极组织申报第八

批市级非遗传承人和第五批省级非遗传承人。五是加大非物质文

化遗产宣传。在新天城市广场举办后浪“非遗夜市”，展示非遗精

湛技艺及特色美食，开展非遗短视频大赛，让群众感受鲤城非遗

魅力，近距离体验非遗瑰宝。

（二）全面加强公共文体服务水平。一是做好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迎检工作。推进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

设，探索建立以区馆为中心、以乡街道综合站为分馆、以社区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服务点的总分馆体系，组织区文化馆参评第

五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进一步加强街道综合文化站和社区文

化服务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督促省级优秀示范金山社区、省级示

范点清正社区，以及 2020 年市为民办实事项目开元社区、水门社

区等 4 个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做好改造提升工作。二是

配套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加大对基层体育设施的建设力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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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多功能运动场所建设。协调泉州师

范学院组织我区 8 个街道近 400 人进行体质抽样测试，及时动态

了解全区群众体质基本情况。创新体育市场监督、管理模式，引

进第三方机构参与体育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推进海丝国际青

少年交流中心和海丝国际青少年交流赛事，启动我区青少年足球

发展计划，积极对接足球发展专家组筹备发展计划.按要求完成 7

个社会公共足球场建设。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活动。举

办“后浪市集”—2020 年鲤城区刺桐文化广场非遗夜市，以非遗

文创夜市形式进行，分为非遗工艺、文创产品、特色小吃三大类

别，并开设中医养生主题馆，售卖泉州特色的中医养生食品，弘

扬中华传统医药文化，让市民群众切身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古城文化内涵。开启源和 1916

创意产业园“夜景模式”，对园区的整体夜景氛围进行布置提升，

为古城夜色添加色彩。

（三）文旅业态融合发展有力。一是启动“古城数字文创动

漫基地”项目建设。深入企业调研，梳理数字文创企业数量，掌

握企业发展情况与发展方向，在调研的基础上初步形成工作方案，

提出“3+3”发展思路，配合市、区相关部门对接网易、腾讯等数

字文创头部企业，引导源和 1916、东亚之窗等文创园转变招商思

路，引进青春志动漫、万有引力动漫等一批数字文创企业。编制

泉州古城数字文创基地招商手册，组织基地企业参展第十六届海

峡旅游博览会，营造良好招商氛围。二是深化文化旅游品牌拓展

营销。开展“泉州古城文化生态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6 月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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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省、市文旅主管部门专家组对古城进行的明察暗访，7 月 6 日被

正式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组织参加“闽西南 e 家人”旅游推

会、第十六届海峡旅游博览会、福建旅游生活展，策划编制新版

《古城旅游手绘地图》，积极推介古城文旅资源。精心编印《鲤韵》

摄影集、《礼城》画册、《后城 140 号》画册和《古城数字文创基

地招商手册》展示古城风貌、民俗风情、非遗雅韵，提升游客来

泉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旅游体验，多渠道将古城旅

游推向大众和市场。加强泉州市“六大旅游产品”创建工作，助

推泉州美食城申报“特色旅游街区”。 三是强化文化旅游市场管

理。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指导文旅行业加强合法经营和安全生

产管理，组织开展文旅行业日常巡查及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

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及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情况。有针对性地

组织开展了创城创卫、五一国庆、两会、寒暑期等重要时间段专

项整治行动，全年出动检查人员 312 人次，检查文旅企业 1035 家

次，全面规范了我区文旅市场经营秩序，有力保障了我区文旅市

场繁荣有序。

（四）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

宣传阵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宣传标语和主题公益广告

宣传片 24 小时不间断播放。制作疫情防控宣传标语、《致鲤城区

文化体育旅游企业的一封信》、 “八闽健康码”海报等发放给辖

区 A 级景区、文保单位、星级酒店、旅行社、KTV、电子游艺机室、

网吧等进行张贴宣传，督促辖区内文体旅行业加强疫情防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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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实管控措施。成立 2 个督查小组对娱乐场所、网吧等重点场

所等进行全覆盖巡查，截止目前出动工作人员 503 人次，对全区

32 家娱乐场、27 家网吧进行全覆盖巡查，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

到位的企业要求停止营业，切实从源头上进行管控。严格落实 KTV、

游艺厅、网吧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全面落实“八闽健康码”应

用。目前辖区内 32 家娱乐场所、27 家网吧和 15 家旅行社“八闽

健康码”落实推广比例达 100%。三是组织旅行社、A 级景区、星

级饭店、娱乐场所、网吧等工作人员分批参加核酸检测。督促各

重点单位、重点人群落实“应检尽检”。

（五）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落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工作行动。一是加大文保单位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工作。每季

度对全区 81 处文保单位开展地毯式安全检查工作，将检查问题通

报属地街道并上报市文物局，排查出 121 条文物安全隐患，根据

排查情况进行复查、整改，截止目前完成 98 条文物安全隐患整改，

不断督促安全隐患整改落实到位。二是强化旅游安全和文化场馆

监管。对辖区 2 家 4A 级景区、3 家星级酒店、15 家旅行社、区文

化馆、图书馆等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

景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情况，值班人员安排及消防设施配备，

旅行社的营业资质，星级酒店是否建立安全机构，各项消防安全、

食品卫生、人身财产安全、消防演练等情况。三是加强文化市场

监管。邀请具有消防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参与公共娱乐场所安全巡

查工作，出动检查、督查人员 521 人次，重点检查各经营企业场

所消防逃生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损坏停用、是否违规存

放易燃易爆物品、电气线路是否规范等问题。排查检查 59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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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发现安全隐患 30 条，目前已整改 30 条，并全部登记造册，

督促全面整改落实。

二、2021 年工作安排

（一）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一是继续做好文保单位安

全保护工作，不断提高文物保护利用及综合管理水平。加强与消

防、公安、属地街道、社区和文保单位合作，继续实施《鲤城区

文物保护单位“六位一体”管理制度》；落实文保单位“日、周、

月、季”巡查制度，确保 24 小时值班；继续推进泉州万正色故宅、

李贽故居、蔡清故居、施琅故宅和亭店杨氏民居等重要历史遗迹

修缮保护工作，确保文物留存；抓好文物安全检查工作，做好文

保单位“技防”“物防”“三防”工作，全面推进文保单位智慧用

电系统、用电线路改造工程和定线落图工作。二是加强申遗点保

护，全力以赴做好“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

工作，加强申遗成功后遗产区管理、缓冲区保护。三是继续做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代表

性传承人。

（二）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化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协调、指导区图书馆、文化馆、街道综

合文化站、社区综合文化中心严格按照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标准进行建设提升。指导区文化馆做好第五次全国文化馆评

估定级工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服务工程，持续打造“古韵鲤城·公

益分享”、“刺桐文化广场”等文化活动品牌。

（三）进一步提升文旅服务配套能力。一是打造大泉州旅游

集散平台。完善旅游集散服务网络和相关配套设施，扩展重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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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旅游服务功能。对标创建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古城区进

一步发展特色主题精品住宿，江南新区力争引进高端商务酒店；

深化吃、住、行、购、娱业态发展，将鲤城区打造成具有古城特

色的大泉州旅游集散平台。二是全面提升旅游数字化智能化服务。

推进智慧旅游建设，打造智慧旅游云平台。开发满足游客在鲤城

区范围内集景点游览、食宿推介等功能为一体的智能移动终端应

用，为游客提供数字化、全方位、高质量的旅游服务。

（四）进一步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一是以打造“古城数字文

创动漫基地”作为战略抓手，依托古城海丝文化和闽南文化根基，

并利用文旅集团产业基地，充实完善泉州文旅数字平台，吸引文

化旅游等数字创意企业入驻；创建鲤城区城市 IP，系统推进古城

数字文创新业态全面发展，做大、做强鲤城数字文创产业。二是

以“泉州古城文化生态旅游度假区”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为契机，

鼓励文化旅游企业入驻古城，引导旅游文创产品、伴手礼研发、

生产、销售、推广。组织参加旅博会、文博会等宣传推广活动。

鲤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2020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