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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旅促字„2014‟3号 

                                                       

 

关于印发 2015年“好客山东贺年会” 

工作方案的通知 

 
省旅游业发展协调促进委员会成员单位，各市旅游局（委）： 

    现将 2015年“好客山东贺年会”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参阅。该方案已上传至山东旅游政务网通知公告栏，请通知本

地区、本行业涉及贺年会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下载和参照执行。 

 

                     

 

 

 

 

                          山东省旅游发展协调促进委员会 

                          2014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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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好客山东贺年会”工作方案 
 

一、突出一个主题 

举办 2015年“好客山东贺年会”（以下简称“贺年会”）

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

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繁荣发展春节文化，创

新文化旅游产品，拓展旅游发展空间，扩大文化旅游消费的重

大举措。各级各部门要在认真总结前五届好客山东贺年会活动

经验的基础上，突出“中国梦、中国年”主题，以贺年会产品

为核心，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年节旅游消费需求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务实惠民，创新贺年会办会方式，充

分发挥企业主体的积极性，搭建产业融合发展平台，持续打造

“贺年会”文化旅游品牌。让全省人民群众欢欢喜喜过大年，

充分享受我省改革发展成果。 

二、把握两大重点 

继续突出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大重大时间节点的不同文

化主题特色，深入挖掘年节文化内涵，提升五大贺年会产品品

牌，形成贺年会连续活动高潮。 

（一）突出抓好三大节点贺年会主题活动。在元旦节点，

以市场化运作为主体，举办“跨年迎新”主题的贺年会启动仪

式。继续开展“元旦迎接第一缕曙光”活动，泰安、日照、青

岛、烟台、威海等市要发挥地理优势，举办“迎新年第一缕曙

光”、“新年祈福钟声”等活动，其他有条件的市要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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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元旦迎接第一缕曙光”等打造成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节事旅游品牌。各地要结合实际，重点办好一批新

年音乐会、新年庆典、迎新年倒计时、撞响新年钟声等活动。

在春节节点，突出“祈福团圆”主题，策划“祈福迎新”活动。

各地要挖掘当地年节民俗文化，推出一批地方特色鲜明、群众

喜闻乐见、年味浓郁的民俗文化活动。在元宵节节点，突出“闹

元宵”主题，利用各地迎春灯会、山会、庙会、秧歌会等丰富

的民俗文化资源，策划全民参与的民俗狂欢活动，做出规模，

办出特色。 

（二）提升贺年会五大产品品牌。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推

出各具特色的“贺年游”主题产品。特别是围绕“到山东过大

年”、“迎新年观日出”、“乡村贺年民俗游”等主题，策划推出

“贺年游”特色旅游产品；以地方特产、有机农副产品、年节

生活必须品以及节日民俗文化用品为主体，包装推出一批“贺

年礼”产品，引导“山东 100”品牌企业推出贺年会大礼包，支

持“山东 100”进商场、景区、好品山东 O2O 体验馆销售，鼓

励各地组织形式多样的年货大集；弘扬鲁菜文化，引导餐饮企

业推出一批不同价位、适应不同需求的“贺年宴”产品，积极

策划推出贺年会美食节、美食月、风味小吃节等系列活动；以

民俗文化活动、文艺演出、民间娱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

打造一批“贺年乐”产品；挖掘利用 47项民俗文化活动内涵，

开发一批寓意“祝福健康”、“祝福长寿”、“祝福平安”、

“祝福兴旺”的“贺年福”产品。 

三、培育三大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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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策划打造具有山东特色的贺年会产品作为重头戏，培育

贺年会旅游精品，提升贺年会旅游产品品质。 

（一）培育冬季特色旅游产品。策划包装推出一批温泉、

滑雪、美食、民俗、休闲农业采摘园等冬季旅游特色产品，持

续打造“鲁汤泉”温泉之旅、“春意冬韵”滑雪之旅、“登山+

温泉”复合型产品；培育一批“福乐齐鲁”过大年、孔府过大

年、周村老街过大年、蓬莱渔村过大年等贺年会品牌产品，策

划包装一批跨区域产品；整合餐饮、购物、娱乐资源，打造贺

年会一条街，引导支持“中华老字号”、“山东老字号”餐饮服

务企业、山东 100 购物、美食旅游产品等进驻；鼓励星级饭店

策划推出具有当地特色的过大年产品，吸引游客在饭店过大年；

鼓励有条件的景区适当规划餐饮娱乐设施，开发夜间旅游演艺、

旅游购物商店等项目；引导旅行社研发适合南方、北方和不同

消费习惯的产品，打造一批在重点客源市场叫得响、卖得好的

二三日游产品；坚持错位发展，每个市精心打造一个最具本地

特色的贺年会核心品牌产品。省市旅游部门要继续执行奖励标

准和措施，评选命名一批特色鲜明、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贺年

会经典产品”，鼓励引导旅行社开发贺年会产品和线路。 

（二）策划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结合发展乡村旅游，以“到

山东过大年”为主题，推出一批春节文化浓郁、游客可参与性

强、能体验的贺年会产品，重点向海内外客源市场推介。一是

创新民俗节庆。引导各地充分挖掘 47项民俗文化活动内涵，整

合年货大集、山会、庙会以及扭秧歌、耍龙灯、踩高跷、斗狮

子、跑旱船、印年画、看花灯、猜灯谜、斗鸡、斗羊、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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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庙会、祭天、祭海、祭山、祭祖、撞钟祈福等地方民俗，突

出老玩意儿、老物件儿、老玩法儿，策划推出一批群众基础好、

深受市场欢迎的民俗节庆活动，全省重点推广 50个。二是做好

农事体验。引导贺年会期间正常营业、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的温

室大棚业户，完善设施，推出采摘、赏花、认领等民俗文化和

农事体验活动，全省重点推广 30个。三是品味年味大餐。引导

乡村旅游经营业户推出地方文化鲜明、农家特色充足、乡村味

道浓郁的农家宴、年夜饭、贺年宴，全省重点推广 100 家。四

是培育县域贺年会活动中心。各县（市、区）要在商业、文化、

休闲活动集中区、城市主干道等重要位置，开展最具特色的春

节民俗文化活动，举办年货大集，打造县域贺年会活动载体。 

（三）打造研修旅行产品。抓住今年学校寒假较长的机遇，

策划开发包装 10-20种研修旅行产品，向省内外客源市场推介。

以济宁为中心，整合省会城市圈修学旅游资源，打造一批儒家

文化研修旅行产品。以青岛崂山道宫、烟台蓬莱仙山、威海好

运角、日照东方太阳城为龙头，在仙境海岸线策划一批普及历

史知识、海洋知识、体验海洋文化的研修旅行产品。引导全省

各地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地质公园等，举办形式多样的

特色展览和活动。鼓励旅行社依托老街老巷、名人故居、著名

企业、著名大学等，设计开发一批研修旅行线路，丰富研修旅

行内涵。 

四、强化四项营销措施 

突出“中国梦、中国年”主题，在全省城乡营造红红火火

的贺年会氛围，让城乡居民和游客积极参与到贺年会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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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营造贺年会氛围。深入挖掘齐鲁年节文化资源，结合

美陈大赛活动，在旅游景区、旅游饭店、旅行社、旅游购物场

所、旅游餐馆、旅游交通企业，以及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等

人群集中区悬挂贺年会标识和吉祥物，张贴贺年会招贴画，逐

步扩大到集市、社区、家庭，营造浓厚的贺年会氛围。各级要

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打造“贺年会宣传平台”。在中国

旅游报、大众日报、齐鲁晚报、新华网、新浪网、大众网、齐

鲁网等媒体，宣传报道贺年会开展情况及各市亮点、热点。各

市要以当地的主要报纸媒体、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

新媒体为主，积极宣传当地贺年会活动、优惠措施、成果等。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城市，开展“读晚报游山东”活动，

大力宣传贺年会各项活动及产品、优惠措施等，吸引更多的客

源地群众了解贺年会、关注贺年会、参与贺年会。 

二是强化贺年会营销。对主要国内旅游客源市场和入境旅

游客源市场开展精准营销，积极争取国内外大旅行社营销贺年

会产品。各市要超前谋划，根据不同市场消费需求，组织地接

社进行产品包装策划，尽早安排贺年会产品上线销售。组织有

条件的城市赴重点客源城市宣传促销。鼓励景区、酒店、旅行

社等企业积极开展淡季营销工作，推出惠民利民措施，让群众

得实惠，吸引更多省外游客。结合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贯彻

落实国发„2014‟31 号文件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鲁政发„2014‟21 号）精神，鼓励旅游景区实行淡旺季浮动

票价，在贺年会期间推出淡季门票。推动旅游企业相互宣传，

加大合作力度，引导旅行社企业宣传景区推出的优惠措施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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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贺年宴美食，景区和酒店要利用各种手段宣传旅行社推出

的贺年游线路产品。鼓励各地举办以市场化运作为主要形式的

春节旅游博览会、年货交易会等活动。 

三是创办网上贺年会。学习借鉴“双 11”营销经验，创意

策划“中国梦、中国年”网上贺年会平台，在好客山东旅游公

共服务网、好客山东手机网站开设网上贺岁、网上拜年、“旅

游红包大派送” 等活动专栏。各市要整合景区门票、酒店住宿、

旅游线路、特色餐饮、旅游购物、文化演出及其他涉旅产品，

提供各类“旅游红包”。在酷旅网开展“好客山东贺年会旅游

产品特卖会”活动，将活动宣传、优惠促销、在线旅游预订、

旅行社产品销售有机联系起来。鼓励景区及相关旅游企业发布

贺年会产品，为游客提供各类电子门票和电子优惠券。全省旅

游部门和企业要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开展贺年会有奖问答、

话题讨论、有奖转发等活动。 

四是搭建联合营销平台。发挥部门资源优势，联合推出一

批贺年会新品进入全省旅游营销线路和网络营销平台。农业、

水利、林业、海洋渔业等部门，包装策划推出一批高科技农业

示范园、水利风景区、森林公园、休闲垂钓等冬季特色旅游产

品；文化部门组织各地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曲艺、戏曲、杂技、

民俗表演、文化巡游等演出活动，向省内外客源市场推介；支

持水利、林业、城市园林等部门推出优惠旅游年票，实现利民

惠民。 

五、开展五项评选活动 

一是贺年会美陈大赛评选活动。全面挖掘利用齐鲁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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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尤其是年节民俗文化、现代时尚文化等，使用好“好客山东

贺年会”标识、吉祥物、宣传口号等贺年会元素，结合本地、

本行业、本单位的特色，做好贺年会美陈设计。二是贺年会“春

节记忆”评选活动。鼓励社会各界深入挖掘丰富多彩的春节民

俗文化，开展以“春节记忆”为主题的经典传统民俗征集评选

活动，促进春节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和消费。开展年味最

浓镇村评选活动，按照特色鲜明、年味浓厚、活动丰富、服务

优良的标准，全省评选 10 个年味最浓乡镇，100 个年味最浓的

村。三是贺年会春节华服征集展示营销活动。举办春节华服征集

展示营销活动，面向国内外征集一批具有鲜明春节文化特色的

华服设计及产品，评选出具有特色的春节华服，向旅游部门、

旅游企业及涉旅行业展示和推广。四是贺年会摄影大赛活动。

组织摄影爱好者、广大游客，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和展示 2015

年好客山东贺年会精彩瞬间。五是贺年会微信微景大赛活动。

以贺年会活动民俗、景观、节日祝福、参与感受等为内容，利

用微信微景系统，生成精美的微景贺年卡并在微信上传播，征

集评选出一批贺年会微信微景精品。 

六、做好贺年会活动的组织实施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贺年会活动的组织领导，各地要

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制订贺年会工作方案，对贺年会重大活动

做出安排，落实责任。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职能和管理优势，

积极参与贺年会活动。宣传部门负责组织各类媒体开展贺年会

宣传工作。文化部门负责组织文化团体、艺术院团等开展文艺

演出。商务部门负责支持商贸流通企业组织货源，丰富节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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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供应。农业、林业、水利、文化、海洋与渔业、住房城乡建

设、宗教等部门负责指导各自管理的旅游区、风景名胜区、公

园、宗教旅游场所等开发贺年会产品。体育部门负责举办各类

群众性体育活动，丰富贺年会的内容。卫生、民政部门负责开

发特色医疗、疗养康复、养老养生等贺年会产品。交通运输、

民航、铁路等部门要科学安排营运线路，为贺年会提供交通保

障。公安、工商、卫生、质监、安全等部门负责维护贺年会市

场秩序，做好安全工作。省旅游局重点搞好综合协调和信息交

流，组织好各类评选活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服务技能大赛、

技术比武等岗位练兵培训活动，提高服务技能，以良好的精神

面貌和精湛的服务技艺，接待中外游客，彰显好客山东贺年会

服务特色。各级财政要根据财力和需要，支持贺年会工作。 
 

 

 

 

 

 

 

 

 

 

 

 

 

 

 

 

 

  发：省旅游业发展协调促进委员会成员单位，各市旅游局（委）           

  抄送：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山东省旅游业发展协调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12月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