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东区促进文商旅融合发展政策措施

为进一步彰显文化软实力、打造文商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按

照《中共沈阳市委办公室、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动

全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沈委办发〔2021〕

15号）和《沈阳市商务局、沈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沈阳市加快发

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沈商务发〔2021〕

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大东区实际，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支持文商旅重大项目建设。对投资额1亿元以上的重点

文化产业项目，按照实际投资的 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鼓励盘活闲置楼宇及历史资源，对于利用闲置楼宇开展的1

亿元以上商业项目，按照实际投资的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00

万元。对于利用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工业遗存、老旧厂房、锅

炉房等资源，投资额200万元以上的文化产业项目，经认定，按

照实际投资的1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二、鼓励特色街区和园区发展。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

化产业园区的，在上级奖励政策基础上，分别给予运营方200万、

100万、50万元运营奖励。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改造提升示

范商业街的，在上级奖励政策基础上，分别给予运营方100 万、

50万、20万元运营奖励。获评市级夜经济示范（特色）街区的，

在上级奖励政策基础上，给予运营方20万元运营奖励。

三、培育高质量企业主体。建立规模以上文化企业、限额以



上商业企业培育库，对于入培育库企业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

对于培育库中首次进入“规上”“限上”的企业，在上级奖励政

策基础上，再给予10万元奖励。对于新引进企业进入培育库的第

三方机构，每引进一家给予5万元奖励。组建文化产业基金，对

高成长性的文商旅企业给予投资支持。

四、促进特色文化业态发展。开展特色文化业态评选，围绕

沉浸式剧场、高品质餐饮、城市书屋（书房）、文博艺术展览等

业态，每年支持20个项目，按照名次给予5—2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五、扶持电子商务产业。对获得国家、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数字商务企业称号的，在上级政策奖励基础上，给予20万、

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市级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建设、改造、提升，

按照实际发生的装修费用、购置设施设备费用，在上级补助政策

基础上，再给予20%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对于主要支持本

地产品“走出去”的跨境电商平台，外贸额达到5000万美元、2000

万美元、1000万美元以上的，分别给予150万、80万、50万元一

次性奖励。

六、支持开发原创内容。对于区内企业开发影视作品、动漫、

舞台演出剧、短视频等作品，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媒体公映的，

每年评选100个精品作品，给予5-20万元奖励。在腾讯视频、哔

哩哔哩、抖音等网络平台形成影响力的IP以及日活量较大的游戏，

经评定，每年给予10个项目每个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于以大

东区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工业文化为内容的原创文化IP，达到



上述奖励条件的，奖励标准上浮100%。对于获得奖励的原创文化

IP进行市场化开发转化的项目，经认定，给予一次性30万元支持。

七、促进营造消费氛围。鼓励文商旅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消

费促进活动，围绕重点商圈以及文化片区，精选优质店铺，每年

发放不少于1000万元的消费券，提升区域消费能力。支持线上导

流项目，引导重点文化场所客流到区内消费。

八、鼓励参与举办重要展会活动。支持在大东区内主办或承

办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力的博览会、音乐节、艺术节、交易会等

活动，根据活动影响力、经认定给予10—50万元补贴。支持企业

参加由政府部门（单位）牵头或联合组织的文博会、进博会等展

览会，给予展位费50%补助，每个企业不超过20万元。

九、扩大旅游景区影响力。鼓励企业在大东区开发红色旅游、

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冰雪旅游等文化体育科技旅游融合项目，

经认定，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于年组织游客1万人以上的

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20万元；对于新评定的国家 3A、4A、5A

级景区，给予50万、100万、300万元一次性奖励。

十、鼓励文化人才发展。建立文化人才库，重点吸纳文化名

人、创意人才、工匠大师、非遗传承人、老字号传承人等入库，

对于入库人才在大东区建立工作室的，一次性给予30万元资金支

持。对于在大东区建立文化人才培训基地的企业，年培训规模不

低于 5000 人，或培训孵化文化人才落地项目，一次性给予 50万

元资金支持。



十一、附则

本政策自2022年 1月 1日起实行，有效期一年。政策条款由

区文旅局、区商务局负责解释，原则上与招商引资政策不兼得，

重大事项一事一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