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县加快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奖励扶持办法
（试 行）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加快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有关文件精神，全面实施交旅文创出彩战略，加快文旅强县建

设步伐，推动新县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

办法。

一、奖励扶持资金设置

每年设立 1000万元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文

化旅游产品打造、品牌创建、信息化建设、乡村民宿发展、人才

培养等奖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文化旅游发展，培育市场主体，

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发展质量。

二、支持文化繁荣发展

1.新评定为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分别给予一次性 5000元、2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励。

2.新评定为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分别给予一次性 2000元、5000元、2万元、5万元奖励。

3.新评定为市级、省级、国家级非遗展示馆（传习所），分

别给予一次性 2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

4、每年在河南省文化合作社平台获得 8次（含）以上二星、

三星、四星、五星的乡村文化合作社，分别给予一次性 2万元、

3万元、5万元、8万元奖励。



5.新评定为省级、国家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分别给予一次

性 5万元、10万元奖励。

6.新认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直播产业基地、电视剧拍摄基地，

给予一次性 5万元奖励。

7.非遗工坊在就业带动、产业增收、创新示范方面成效显著，

并被认定为“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的，按照实际总投资 10%

的比例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 10万元）。

三、鼓励旅游品牌创建

1.新评定为国家 AAA、AAAA、AAAAA景区，分别给予一

次性 5万元、10万元、30万元奖励。

2.新评定为省级、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

分别给予一次性 5万元、10万元奖励。

3.新评定为三星、四星、五星级饭店，分别给予一次性 2万

元、3万元、5万元奖励。

4.新评定为 AAA、AAAA、AAAAA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

性 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

5.新评定为银叶级、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分别给予一次性

1万元、2万元奖励。

6.新评定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及其

他同类省级品牌的，给予一次性 2万元奖励。

7.新评定为市级乡村旅游特色村及其他同类市级品牌的，给

予一次性 1万元奖励。

8.新评定为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研学旅行基地（营地），

分别给予一次性 1万元、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



9.新评定为市级研学旅行服务机构，给予一次性 1万元奖

励。

10.新评定为全国 3C级、4C级、5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分别给予一次性 2万元、3万元、5万元奖励。

11.新评定的旅游购物示范店，经营面积达到 80㎡（含）、

80-150 ㎡（含）、150 ㎡以上的，分别给予一次性 5000 元、1

万元、2万元奖励。

12.新评定为信阳养生菜，每道菜给予 5000元奖励。

13.新评定为信阳菜风味示范店、信阳菜品牌示范店，分别

给予一次性 5000元、1万元奖励。新评定为县级同类示范店的，

分别给予一次性 2000元、3000元奖励。

14.新评定为三钻级、四钻级、五钻级智慧景区，分别给予

一次性 3万元、5万元、10万元奖励。

15.创建省级以上文化旅游示范县（区）荣誉称号的，奖补

办法按“一事一议”方式确定。

16.对自主举办文化旅游节会的旅游企业，节会方案经县政

府同意的，一次性给予节会总费用 50％奖励（最高不超过 20万

元）。

四、促进旅游民宿发展

1.扶持项目建设。对于单体投资 50 万—100 万元的旅游民

宿，当年签约、当年投产运营的，按 5%比例给予奖补扶持。单

体投资 100 万—200 万元的旅游民宿，当年签约、当年投产运营

的，按 8%比例给予奖补扶持。单体投资 200 万元及以上的旅游

民宿，当年签约、两年内建成投产运营的，按 10%比例给予奖补



扶持，扶持资金不超过 80 万元。同时，对项目引进、投产做出

重大贡献的相关人员给予特别奖励（单体投资指民宿主体建设和

装修的投资费用）。

2.鼓励集约发展。对同一自然村庄集约发展旅游民宿，超过

10 家 40 个房间、20 家 90 个房间的，对建设运营机构（个人、

公司、集体）可分别给予 20 万元、50 万元的奖补。对其他相对

集中区域新开办 5 家、10 家、20 家以上的乡镇（区）区域，对

乡镇分别给予 2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的整合项目补贴。对

兴办旅游民宿产业园和整村落旅游民宿开发，同步落户 3 个以上

知名品牌的，分别给予一定数额整合项目补贴。培育扶持民宿行

业协会，每个民宿行业协会带动开办 10 家（含）、20 家（含）、

30 家（含）以上民宿的，分别给予一次性 1 万元、2 万元、3 万

元奖励。

3.支持品牌创建。被评为国家甲级、乙级、丙级民宿，分别

给予 10 万元、5 万元、3 万元奖励。被评为省级精品民宿，给予

2 万元奖励。对被评为新县民宿精品店、示范店、标准店且房间

数大于 3 间（含）以上的，分别给予 2 万元、1 万元、0.5 万元

奖励。鼓励民营企业、国内外知名酒店、民宿管理团队在我县开

发精品民宿、连锁化经营民宿，被认定为“规模以上企业”的，

扶持政策按“一事一议”方式确定。

4.实行税收奖补。对纳入“大别原乡、新县吾家”品牌范围

的旅游民宿，自运营之日起，按照所交税费地方留存部分的 50%

奖补企业，奖补期 2 年。

5.统一验收认定。县文广旅体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局等单



位联合成立新县旅游民宿验收认定工作小组，每年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对“大别原乡、新县吾家”品牌民宿进行验收认定，

每年 12 月至次年 1 月进行奖补。

五、培育文旅人才队伍

1.在文化旅游部门举办的国家级文艺赛事、征稿、展演活动

和旅游评选、竞赛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团体，一次

性分别给予 3万元、5万元、8万元奖励，个人分别给予 3000元、

4000元、5000元奖励；

2.在文化旅游部门举办的省级文艺赛事、征稿、展演活动和

旅游评选、竞赛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团体，一次性

分别给予 1万元、2万元、3万元奖励；个人分别给予 2000元、

3000元、4000元奖励；

3.在文化旅游部门举办的市级文艺赛事、征稿、展演活动和

旅游评选、竞赛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团体，一次性

分别给予 3000元、5000元、1万元奖励。

4.在文化旅游部门举办的县级文艺赛事、征稿、展演活动和

旅游评选、竞赛中获得奖励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5.新取得国家导游资格证，在新县从事旅游工作满一年以上

的从业人员，一次性给予 3000元奖励。

六、扶持文创商品研发

1.在工商部门注册从事新县特色旅游商品（本地原材料生

产、加工，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工艺品、纪念品、伴手礼等）研

发和销售的企业，对于当年开发、量产、上市的旅游商品，在旅

游景区或旅游购物示范店销售的，旅游商品种类达到 5种（含）、



10 种（含）、20 种（含）以上的，每个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1

万元、3万元、5万元的奖励。

2.在国家文旅部门或协会主办的旅游商品（纪念品）设计评

比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2万

元、3万元、5万元奖励。

3.在省级文旅部门或协会主办的旅游商品（纪念品）设计评

比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1万

元、2万元、3万元奖励。

4.在市级文旅部门或协会主办的旅游商品（纪念品）设计评

比中获得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5000

元、1万元、2万元奖励。

5.在县级文旅部门或协会主办的旅游商品（纪念品）设计评

比中获得奖励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七、严格申报审核程序

1.在新县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或依法设立）的从事文化旅

游经营和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均可以申请奖励。

2.申报审核要求：按照申请、审核、公示三个程序，对申请

奖励的事项进行资料审核，通过现场查看等方式检查验收。

3.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而受到文化旅游主管部门通报、查

处和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实行一票否

决，不予受理奖励申请。

4.奖励事项的申报、审核认定和资金奖励按年度结算。

八、有关事项说明

1.县文广旅体局负责奖励事项的审核认定，报县政府批准



后，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拨付奖励资金。

2.同一事项涉及多项奖励的，按照“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

受”原则给予奖励。

3.本办法自2023年3月 日起执行。《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新县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奖励扶持办法（试行）的通

知》（新政办〔2018〕91号）同步废止。



新县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实施“十旅百态”

工程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新

县时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文化旅游大会精神，加快文化旅游强县

建设，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新县时重要讲话和关于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文旅融合

发展为主线，以全面实施“十旅百态”工程为抓手，挖掘利用丰

富的红色文化、绿色生态和古色乡村资源，推进文化铸魂、旅游

提质、文旅融合，努力实现创新发展，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县，

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二）发展目标。通过 3—5年的发展，使新县文化影响力

不断扩大，旅游主导产业地位更加巩固，文旅融合发展提速升级，

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培育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旅品牌，打

造一批在全国有吸引力的文旅产品，发展壮大一批骨干文旅企

业，构建规划全领域、行业全联动、资源全利用、生态全覆盖、

文化全渗透、产业全链接的大文化、大旅游发展格局，文化旅游

综合实力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到 2025 年国内游客接待量突破



20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200亿元，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精品旅游目的地。

二、主要任务

（一）实施“十区名旅”工程

围绕打造“10 个 4A 级以上景区”目标，推动 A 级景区提

档升级，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体系。加快推进鄂豫皖红色首府争创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在现有许世友将军故里、金兰山森林公园、

大别山露营公园、武占岭生态旅游度假区 4家 4A级景区的基础

上，推动西河毛铺、丁李湾、田铺大塆、杨高山、郭家河红廉文

化园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到 2027 年全县 4A 级以上景区达 10

家。

（二）实施“十园兴旅”工程

提升金兰山、黄毛尖两个森林公园的基础设施、景观设施，

发展森林旅游、露营旅游；加强香山湖、钱河、湾店三个湿地公

园的保护性开发，发展健康养生游；依托四季植物景观，打造“大

别山油茶文化园、大别山茶叶文化园、大别山银杏文化园、大别

山板栗文化园、大别山乌桕文化园”五个主题植物园，发展植物

观光、植物研学游。

（三）实施“十节热旅”工程

依托大别山（新县）四季花景，策划举办大别山（新县）乡

村旅游文化节“1+N”系列活动，适时举办苏河（香山湖、金兰

山）樱花节、田铺杜鹃花节、吴陈河油菜花节、沙窝桃花节、八

里畈牡丹花节、泗店（郭家河）荷花节、千斤银杏节、大别山（周



河、新集）茶花节、箭厂河乌桕文化节、陈店水润梅花欢乐节等，

擦亮“赏花济”品牌。

（四）实施“十碗香旅”工程

围绕打造“信阳菜·新县味”品牌，推出具有新县地方特色、

代表“新县味道”的“十大碗”精品菜肴，打造新县菜特色宴席。

创建完成一批信阳菜品牌示范店和风味示范店，编制《豫风楚韵

新县菜画册》，定期策划举办豫风楚韵农家厨艺大赛、“信阳菜·新

县味”专项技能培训班。

（五）实施“十宿留旅”工程

出台《关于加快新县旅游民宿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奖

补办法》，推进实施“大别原乡、新县吾家”主题民宿示范工程，

引进落地一批精品民宿项目，依托西河湾、毛铺老湾、田铺大塆、

丁李湾、杨高山、香山湖等民宿聚集区打造新县“十大民宿村”，

让游客游在乡村、住在乡村，深度体验新县山水风情。

（六）实施“十街活旅”工程

以创建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县为契机，加快推进夜间

经济发展，促进夜间消费市场繁荣，更好地满足游客品质化、多

元化、便利化消费需求。打造首府路文旅消费集聚区、红星城购

物示范街区、航空路历史文化街区、长潭二街特色餐饮街区、大

别山美食城特色餐饮街区、叶林大道美食街区，推出一批“网红

美食、购物”打卡地。支持京九路及滨河路发展休闲娱乐产业，

打造夜间娱乐示范街区。依托小潢河及彩虹桥、人民广场、三桥、

四桥打造高品质拥河发展休闲消费街区，形成“旅游带消费、消



费促旅游”良性发展格局。

（七）实施“十赛助旅”工程

发挥“全国体育旅游十佳目的地”品牌效应，依托大别山体

育公园、大别山（新县）国家登山健身步道、阮湾体育小镇等大

型公共体育设施，打造具有新县特色的系列体育赛事，炒热“红

旗飘扬半程马拉松”自主品牌赛事，培育一批“体育+旅游”融

合发展示范基地和项目，引进 2-3项具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精品体育赛事，创建国家级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依托文化旅游

行业协会，策划举办丰富多彩的行业技能大赛、舞台艺术大赛，

助推新县文化、旅游、体育深度融合、提档升级。

（八）实施“十礼促旅”工程

加强与省内外高校合作，引进文创团队，培养文创人才，扶

持发展一批文化创意工作室、非遗传承人、设计工坊和文化创意

企业，开发一批具有新县特色的伴手礼和文创商品，培育壮大“六

味陈香”“大塆印象”“七品山河”“汉黄八品”等十大系列文

创品牌，大力发展后备箱经济。鼓励文旅产业经营主体开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通过举办大别山乡村文旅创客大会，推动

文旅 IP产品转化和推广应用，塑造“大山有别、新县有礼”品

牌。

（九）实施“十艺展旅”工程

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度，规划建设新县非遗馆，

依托优秀非遗代表项目开展非遗教学实践、展示展演和体验活

动。继续建设一批城市书房、乡村书屋，打造一批乡村小剧场、



乡村会客厅、民俗博物馆。深入推进乡村文化合作社建设，实现

有条件的村全覆盖。招引支持演出企业、演出团体、艺术院校等

机构，因地制宜发展中小型、主题型、沉浸式、特色类旅游演出

项目。成立民间文化艺术协会，定期举办新县乡村文化旅游论坛，

筛选、推出“红城文艺轻骑兵”“悦读马拉松”等十项品牌群众

文化活动。

（十）实施“十营研旅”工程

围绕“三大主题、百条路线、千个故事、万人参与”发展目

标，打造“红色传承”“豫风楚韵”“两山实践”主题研学线路。

以大别山露营公园为龙头，开发一批红色乡村、红色景区、红色

教学点，创建 10处省级以上研学营地、基地和服务机构。规范

提升红色教育培训市场，办好新县文旅头脑风暴大家谈节目，培

养一批高素质、专业化、高水平的研学旅行指导师队伍，完成《大

别红营》研学教材编辑出版，每年培训学员达到 10万人次以上，

持续擦亮“大别红营”研学旅行公共品牌，打造中国特色研学旅

游目的地、全国中小学研学旅行示范县。

三、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十旅百态”工程领导小组，加

强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对文化旅游重大

项目、重大任务成立由县级领导挂帅的工作专班，县直相关部门

对应责任分工，细化措施落实，形成“全县参与、全域联动、全

员支持、全民共享”的文化旅游发展大格局。

（二）强化政策支撑。健全支持文化旅游发展的财政税收、



投资优惠、土地保障、促销奖励等政策措施，设立文化旅游发展

专项引导资金和宣传营销经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文化旅游企业

信贷投放，推行点状供地、盘活存量资源等灵活用地方式，形成

完整的政策支撑体系，不断优化文化旅游营商环境。

（三）强化人才保障。增加文化旅游从业人员编制数（包括

行政管理人员、讲解员等）。在每年事业单位招考、招才引智和

政府购岗等人才招聘工作中增加文化旅游专业名额，在“红城英

才”计划中单列文化旅游招录指标。常态化开办文化旅游从业人

员培训班、举办职业技能大赛，提升队伍综合素质。

（四）强化督查考核。把“十旅百态”工程纳入各乡镇（区、

街道）和县直有关部门责任目标，作为衡量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建立工作推进责任清单，实行定期督查调度和评估机制。由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本意见落实情况进行督查评估，定期通报工作进展

情况，严格落实问责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