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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市委

审计委批准，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自 2023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26日，对 2020年至 2022年泰安市文旅融合政策落实和宣传文化

旅游发展资金（以下简称宣文资金）绩效情况进行审计调查，重

点关注了文旅融合政策、文化遗产保护、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以及宣传文化旅游发展资金绩效情况，审计范围为市本级（含

4个功能区）、岱岳区、肥城市和东平县，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

的延伸和追溯。被审计单位对其提供资料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完

整性负责，并作出了书面承诺。市审计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

审计并出具审计调查报告。 

一、基本情况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和旅游工作，在组织领导、体制

机制、财政保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一定成效。 

（一）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泰安市编制了《泰安市文化

和旅游发展规划》、《泰安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消费复苏回暖的十条措施》等，有 5 个项

目列入“十四五”时期文化保护传承项目储备库；泰山九女峰乡

村旅游度假区被评为山东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全市共有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村 4 个，省精品文旅名镇 3 个，省

乡村旅游重点村（精品旅游特色村）13 个，省景区化村庄 58 个，

省旅游民宿集聚区创建单位 4 个，省旅游民宿集聚区 2 个，省精

品文旅小镇 3 个；岱岳区被列入全省十大文旅康养强县；徂汶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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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 3 家单位被列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泰山入选文

旅部黄河世界遗产之旅线路、黄河古都新城之旅线路，岱岳区大

汶口镇入选黄河乡村振兴之旅线路。共举办六届泰安文化和旅游

惠民消费季，持续拉动文旅消费。丰富“慧游泰山”智慧文旅平

台功能，推动文旅管理智能化，建设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公共文化云平台，国际文化大数据(泰山)产业城列入工信部“中

华传统文化大数据工程”和中国出版集团“中华国学资源总库”。 

（二）推进泰山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建设。加强顶层设计，

建立起省市联动、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将示范区建设列入对县

市区、功能区工作考核内容，制定泰山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一年

和三年行动计划；强化示范项目支撑，明确泰山博物院、大汶口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 10大示范项目。深化泰山文化研究阐释，成

立泰山文化研究会等研究机构，加强与知名院校的合作，深入挖

掘泰山文化新时代价值内涵。出版发行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泰山

编年通史》；加强文化交流互鉴，加强与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

重点网络媒体、商业平台等深度合作，推进“山东手造·礼遇泰

安”工程，广泛宣传推介泰山文化的时代内涵和文化品牌。 

（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制定《泰安市文物保护利用

“十大工程”推进台账》和《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国有建设

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的实施意见》，泰山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入选山东省第一批创建名单，加强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工

作，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旧址等 11处革命文物纳入全省 20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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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献礼二十大红色基因新传承”革命文化主题线路，泰安徂徕山

抗日武装起义博物馆“烽火齐鲁 英雄徂徕——徂徕山抗日武装起

义主题展”入选国家文物局 2022 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健全完善四级非遗名

录，开展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报、

第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申报、第五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申报。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教育实

践基地建设，肥城市五埠伙大门景区、泰山非遗小镇、泰山豆腐

村入选 2022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 

（四）推动文化生活满意度不断提升。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实

施，建立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机制，持续增进城乡群众的文化获得

感。各级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馆（站）成为文化惠民

重要阵地，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送戏下乡等各类文化活动，

创新拓展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泰爱读”书香驿站。推动文化馆、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创新成立免费为广大群众提供艺术培训、

展览交流、专题讲座等文化服务的“文旅家园”。举办首届山东

省全民阅读大会暨齐鲁书香节泰安分会场启动仪式，发放惠民书

券；开展了非遗项目展示、展演、展销等活动。启用泰安市文化

馆智慧空间体验区，体验区依托公共文化云平台，为市民提供实

体互动数字体验空间。 

二、审计评价意见 

根据市文旅局等部门单位提供的资料显示，泰安市文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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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和宣传文化旅游发展资金绩效情况如下：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任双组

长的泰山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泰山文化传承

与高质量发展推进委员会;组建市委旅游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协

调全市旅游业发展，拟定全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二是健全体

制机制。把“文旅融合”作为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六大重点

任务之一，每年选择一个县市区举办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着力打

造泰山文化发展新高地、泰安文旅融合升级版。三是优化财政保

障。制定出台《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消费复苏回暖的十条措施》，

市发改委、市文旅局等 21部门印发《泰安市助企纾困若干政策措

施落实方案》，为文旅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支持文化旅游业平稳

发展。但审计也发现，在文旅融合政策落实、旅游发展资金管理

使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等方

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纠正和改进。 

三、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一）文旅融合政策落实方面 

一是未落实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的有关要求。截至审计

日未更新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或具体实施方案；未会同泰安市财政

局制定旅游营销奖金分担办法。个别县市区未根据《山东省红色

旅游发展规划（2022-2025）》的要求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表；未结

合实际制定宣传文化旅游发展资金具体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部

分县市区、功能区未根据《泰安市旅游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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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3 年）实施方案》（泰文旅发〔2021〕53 号）制定具

体落实方案，未建立健全旅游服务质量提升领导机构和协调机制。 

二是文旅产业项目建设运行情况。本次重点审计调查了纳入

省市县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库、国家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和精品

旅游产业“雁阵形”集群项目。发现部分县市区、功能区的文旅

产业项目存在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建设项目未如期开工

建设，已建设的项目建设停滞、建设进度推进缓慢，部分项目财

政资金未约定资金用途，项目批大建小，项目建成后闲置等问题。 

（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本次审计调查了岱岳区、肥城市、东平县和 3 个功能区文化

遗产保护政策落实和 107 个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实施情况。发

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未建立由文物主管部门

牵头的市县两级工作联动机制，部分县市区、功能区未建立文物

保护责任评估机制、文物工作协调机制、未完善国有建设用地考

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部门协调机制，部分文物保护责任落实

不到位、文物“四有”工作不到位。二是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

管理不到位。因文物保护工作不到位部分不可移动文物损毁或灭

失，未经批准实施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已竣工验收的项目未办理

工程竣工结算等。 

（三）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一是政策措施制定执行方面。部分县市区、功能区未按照规

定制定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未将地方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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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经济发展社会总体规划。

二是农家书屋运行方面。部分县市区、功能区推动农家书屋和基

层图书馆互联互通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农家书屋每年出版物配

备资金投入未达到 2000 元标准，未按要求数量和比例更新图书，

图书配送不及时，配送交接不规范，抽查部分书屋存在日常管理

不善、资源闲置的问题。三是农村公益性电影方面。部分县市区、

功能区未完成年度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任务，未组织开展影片需求

调查和选片看片工作，对农村公益电影宣传力度不够，未建立公

开公示制度。四是其他基层公共文化项目实施方面。部分县市区

未按规定开展送戏曲进校园活动，部分文化馆藏品无档案、无备

案手续，藏品所有权不明确。 

 

 

泰安市审计局 

2023年 6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