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宵节活动方案及策划(大全6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方案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
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元宵节活动方案及策划篇一

地点：新德居民区

10.“新春喜洋洋”华沁居委新春联谊会

时间：2月1日

地点：华沁居委活动室

11.“蛇年吉祥”奉贤居委迎春联欢会

时间：2月1日

地点：南京西路762号

12.“欢天喜地闹元宵”奉贤居委庆元宵活动

时间：2月22日

地点：奉贤居委活动室

13.“笔走龙蛇资雅韵·诗题福寿贺新春”新福康里元宵诗会

时间：元宵前夕

地点：新福康里居委老年活动室



14.“祥瑞降幅庆元宵”祥福居委元宵联欢会

时间：2月22日

地点：祥福居委活动室

元宵节活动方案及策划篇二

元宵节，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
或灯节，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为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和传统美德，全面提升广大群众热爱生活、品味生活、多
读书读好书的高雅情趣，努力营造一个欢乐、喜庆、文明、
祥和的节日氛围，在20xx年元宵节期间，海西州图书馆特组
织举办“礼赞新时代，欢喜闹元宵”——线下猜灯谜活动，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一）活动时间：20xx年2月15日(正月十五)

（二）活动地点：海西州图书馆一楼大厅

（三）参与者确定谜面答案后摘取悬挂谜题，到兑奖处核对
谜面答案并兑换相应奖品，不得随意撕扯谜语，一经工作人
员发现视为违规行为不予兑奖。

（四）每人只许兑换一次奖品，不得代人猜谜及兑奖,否则工
作人员将不予以兑奖,并收回其余谜面。

（五）活动仅限当天，即猜即兑，过期作废。

第一步：寻找能猜出答案的谜面

第二步：摘取悬挂谜题

第三步：到兑奖处核对答案领取相应奖品



1.奖项名额有限，兑完截止！参与猜谜活动者一律在兑奖区
排队等候兑奖，不得扰乱秩序。

2.参与活动者必须佩戴口罩、扫双码、测量体温后方可入馆
参加活动，活动现场请保持间隔距离。

元宵节活动方案及策划篇三

浓情元宵，难忘今宵

春节过后，客户消费热情下调。元宵节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
节日，因此，充分利用节日的`热闹、喜庆和团圆气氛来刺激
和诱导客户消费，回升消费热情，提高总体的销售额。

另外，通过各种新颖、有效的促销活动来巩固原有客户、挖
掘和培养新消费群体，提升超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活动1：超市情浓，购物欢乐送

活动时间：2月15日至2月17日

凡于活动期间一次性购物满48元的客户，凭电脑小票可到服
务中心领取汤圆一袋（价值3元），每天限送300份；同理，
购物满88元，凭电脑小票可到服务中心领取汤圆一袋（价值5
元），每天限送100份。购物满108元，凭电脑小票可到服务
中心领取大米（8斤）一袋（价值8元），每天限送100份。

注：小票金额不可累加，每张小票限领1份。

活动2：真情元宵 难忘今宵

活动时间： 2月17日晚上19：00—21：00

活动目的：为进一步联络客户情感，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烘



托气氛，吸引消费人流，增加消费人流的汇集及消费关注。
提升超市在公众的良好形象。

活动内容：举办一场文艺演出。内容高尚、积极向上、健康
活泼，体现团圆欢乐的主题，期间穿插互动猜迷等游戏，并
现场派发奖品。

元宵节活动方案及策划篇四

小区主入口（六号楼与七号楼之间喷水池前）。

小区物业服务中心。

小区业主、住户。

猜灯谜活动，猜出谜底者将获得精美奖品。

1、管理组。

（1）整个活动协调由xx负责，xx协助。

（2）负责采购活动物资。

（3）兑奖处（物业服务心中心前台），8：00前将兑奖处所
用表格及奖品物资摆放到位。

（5）全体工作人员统一穿制服、工服；

（6）活动结束后，协调保洁员清理现场。

2、维修组。

xx负责现场（悬挂横幅、饰品、灯笼）的安装，协助做好场
地布置工作。



3、安管队。

（1）xx负责当天活动的安全防范、现场秩序、现场布置工作。

（2）协助综合组中途灯谜的悬挂

4、保洁员：（安排2名保洁员保洁）

保洁员要及时清理现场的垃圾，保持场地清洁。

5、兑奖处：

（1）工作人员：负责颁发奖品（兑奖后要将已猜解的灯谜在
总表上剔除标注）。

（2）猜对灯谜者可兑换奖品（1张灯谜条兑换1份奖品），猜
错的灯谜回收备用。

（3）在桌子前贴上“兑奖处”字样的红纸。

猜对谜底1张可兑换奖品1份。奖品包括圆珠笔、铅笔刨、彩
色便签本、小卡通笔记本、橡皮擦、荧光笔、修正液、自动
铅笔、可乐、雪碧等。

元宵节活动方案及策划篇五

感受传统节日文化的熏陶，丰富教师和同学的生活，让同学
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关心，营造温馨和谐的校园氛围，增进
教师与同学的情感交流，让同学体会到节日的热闹与快乐。

1、学校食堂各班教室

x月x日下午16：00开始



校文体中心

校级领导、文体中心成员、各班2名同学代表、各班班主任及
住校生

1、各班自行布置教室，准备节目，班主任带领住校生进行元
宵节联欢

2、校级领导、文体中心成员、各班2名同学代表在食堂包汤
圆、猜谜

3、悬挂小灯笼，准备好猜谜活动所需材料准备好奖品：猜出
五个谜语随机奖励苹果、橘子等水果一个。以此累加。

4、配置节日音乐并拍照留念

1、包汤圆所需材料：糯米面、芝麻馅（住校生约400名，每
人2个大汤圆）（食堂准备）

2、猜谜材料：细铁丝、各色彩纸（文体中心准备）水果若干
（食堂准备）活动展板一块（文体中心准备）

控制在1000元以内

元宵节活动方案及策划篇六

街道成立由街道领导、党政办、综治办、城管科、安监(消
防)科、北山派出所、北山行政执法中队、北山交警中队、各
社区等相关负责人组成北山街道20xx年元宵灯会活动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及活动筹备组、安全保卫和环境卫生组和后
勤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四个工作组(名单附后)。

领导小组及各工作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1、活动领导小组负责整个灯会的指挥协调。

2、活动筹备组负责灯会活动方案制定及上报工作，负责路段
红灯笼安装联系及社区新春文化文化活动安排等工作。

3、安全保卫和环境卫生组负责元宵灯会安全保卫工作预案制
定;在灯会活动期间，负责协调灯会点的治安、消防、交通等
安全工作;负责灯会期间的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作。

4、后勤保障组负责元宵灯会期间街道工作人员值班安排及就
餐等工作。

5、宣传报道组负责做好灯会活动期间的宣传报道工作。

(一)、筹备阶段：(20xx年1月18日前)

召开会议部署灯会活动有关工作;街道制定、上报元宵活动方
案;文化站、各社区上报春节期间文化活动及元宵灯会活动安
排等;街道领导小组检查元宵灯会活动筹备工作。

(二)预展阶段(1月18日至2月15日)。

1月18日前，体育场路、保俶路、曙光路(南侧)段红灯笼串灯
配挂宣传条幅全部安装到位，年前一周开始亮灯。

1月28日起，街道各社区元宵活动准备工作到位，并组织实
施;社区元宵活动区域陆续启动亮灯。

(三)展示阶段(2月12日至2月15日)。

街道和各社区全面启动灯会系列活动各项内容。

1、“红红火火吉祥年”红灯笼特色街。以保俶路(北山路口
至天目山路交叉口)、体育场路环城西路交叉路口至曙光路杭



大路路段(两侧)沿道路两侧布置红灯笼串灯;曙光路杭大路口
至西湖小学门口止(单侧)沿道路单侧布置红灯笼串灯，并配
置相应宣传条幅。天目山路南侧路段(环城西路交叉路口至杭
大路)的红灯笼串灯安装则由区文广新局文化牵头组织实施。
各社区可在主要巷街路段悬挂红灯笼(确保安全用电)，以营
造节庆气氛。

2、开展新春文化活动。各社区要结合实际，按照“便民节俭，
小型分散，因地制宜”原则，在春节、元宵期间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文体活动，如文艺表演、花卉展览、写春联、自制
灯笼比赛、送“福”送“汤圆”、游园猜灯谜和趣味比赛等，
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文化站要组织文艺骨干、优秀团队，
选送优秀节目到社区，并指导社区开展节日文化活动，积极
营造健康文明、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辖区单位可结合社区
文化共建模式，开展规模适宜的群众文体活动。要通过开展
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体现出群众参与面广、
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气氛喜庆等特点。

3、做好公共文化服务。节日期间街道文体中心、社区文化室，
要妥善安排好节日服务工作，确保开放时间，扩大服务范围，
努力提高服务水平。要进一步协调落实好节日期间对群众开
放的项目、内容和方式，使公共文化场所成为节日文化活动
的主阵地。要加强对基层业余文化团队的组织和辅导，提高
他们的演出水平，调动他们参与文化活动热情。

1、加强领导。为保障20xx年元宵灯会活动的顺利进行，街道
元宵灯会活动领导小组和工作组全力做好本地区元宵灯会活
动期间组织、协调、指导和保障工作。街道各科室、各社区
及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切实做到
思想到位、组织到位、人员到位，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2、确保安全。各单位要活动期间安全防范工作，加强节日值
班制度，制定行之有效的安全预案，落实安全职责，确保安
全措施到位。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做好安



全工作。各社区要落实专人负责消防安全，活动现场必须安
排专职电工，备有相应数量的灭火器材。元宵节当天，各社
区除留人值班外，其他社区干部必须在灯会活动现场维护秩
序;街道机关干部要到各自联系社区的活动现场协助做好活动
期间的工作。

3、注重实效。节日群众文化活动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
注重实效，要坚持节俭、小型、多样、分散、方便群众参与
原则，坚决杜绝各种不正之风和铺张浪费。要充分发挥文化
示范社区、文化示范户和文艺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
推动基层节日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