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3 年创建美食街（城）项目指南

一、支持方向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巩固拓展经济向
好势头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23〕8号）、
《福建省商务厅等 4 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2023 年扩消费八
大行动方案的通知》（闽商务〔2023〕35号）、《福建省商
务厅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2023 年促进消费提质升
级若干措施的通知》（闽商务〔2023〕5号）精神，为增强
消费引导，支持各地积极创建特色美食街（城）。

二、支持对象

创建美食街（城）项目的申报主体为相应区域的美食街
（城）管理机构，包括县（区）政府或受政府委托管理美食
街（城）的管委会、行业协会等。同一项目往年未申请过省
级资金扶持（奖励）。山区地市、原革命老区和苏区申报项
目可适当放宽标准。

三、支持标准

本项资金采用项目法。省级商务发展资金将给予获得
“美食街（城）”项目的，每个不高于30万元的资金奖励（厦
门市可参与项目创建，但不享受省级商务发展资金扶持）。

四、申报条件

（一）基础条件。具备一定的餐饮文化、餐饮市场和餐



饮品牌集群效应，配套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功能齐全，对
地方风味菜点的形成或者当地餐饮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的专业特色街区或综合性餐饮消费场所。
（二）选址要求。符合城市规划和商贸流通产业发展规

划，交通便利，人流畅通。美食街以带状或网状街道建筑形
态为主体，经营店铺沿街两侧分布，总长度不低于300 米；
美食城以在独立建筑物或相邻建筑物内设点为特征，建筑面
积不低于6000平方米。
（三）规模要求。在所在市（县、区）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区域内餐饮经营单位数量不少于 30家且证照
齐全，正常经营，餐饮店铺或营业面积达到该街（城）总店
铺数或经营场所总面积的70%以上。
（四）经营要求。注重食品安全、燃气安全，崇尚诚信

经营，不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引
导消费者合理消费，坚决制止餐饮浪费。拥有一定数量的国
际国内品牌餐饮企业、名菜名小吃等品牌菜品、烹饪大师或
名师。

五、申报材料

项目申请单位需提交以下书面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
每页盖章：
（一）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下同）

联合财政主管部门出推荐函（加盖公章）。

（二）《美食街（城）创建申请表》。
（三）申请报告，报告需对拟申请评审美食街（城）区



域的地址、规模、公共设施、企业品牌与知名度、餐饮产品
特色与品牌、餐饮人才与教育、日常管理等方面做详细说明；
并对未来三年的发展做出规划，包括发展战略目标制定与执
行、规划建设等情况。
（四）美食街（城）入驻餐饮企业名单（包括企业名、

商户名、地址或门牌号、主营菜系菜品、厨师团队、联系方
式）
（五）限额以上企业、“中华老字号”、“福建老字号”、

“福建餐饮名店”、“福建小吃名店”、“福建名菜”、“福建名
小吃”、“福建名点”、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名师、闽菜
大师、闽菜名师、高级及以上厨师名单等辅助材料。
（六）街（城）名称标识、标志性景观、街（城）全貌、

特色建筑、门店招牌、公共设施等实景彩色图像。
六、申报程序

（一）申报材料。有意向创建美食街城的项目单位按属
地原则向本地商务部门递交申请材料。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
门会同财政部门初审后确定推荐名单。申请材料（一式一份）
于2023 年 7月 31日前联合上报省商务厅、财政厅审定。省
商务厅、财政厅复审过程需要项目单位补充或修改材料的情
况，将及时通知设区市商务局由其统筹协调后按规定时间统
一补交。
（二）项目审核。省商务厅将牵头组织开展项目审核。

本项目实行评分制，按得分高低择优确定拟支持项目。省商
务厅将联合省财政厅适时开展抽查。



（三）项目公示。审核通过的“美食街（城）”名单向
社会公示。
（四）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按年度发布“美食街

（城）”名单。奖励资金以项目法下达各设区市，由各设区
市拨付至项目单位。
（五）项目管理。美食街城列入“全闽乐购”、商旅融

合、夜间经济等促消费活动推荐对象，并实行动态管理。列
入“美食街（城）”后，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视情予以摘
牌并向社会公告。

联系人：省商务厅彭涌泉，电话：87270151

附件：美食街（城）创建申请表



附件3-1
美食街（城）创建申请表

申请单位

申请项目

地 址

街区总长度 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餐饮面积占比 %

入驻餐饮经营单位 家 从业人员 人

年营业额 万元 限额以上企业 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我司承诺以下内容，如有违反，后果自行承担。

1.近年未发生过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监督抽检未发现不合格产品；

2.所有申报资料真实可靠，无弄虚作假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