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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览

文化提升，迈向“最中国”
——四论“凝心聚力、务实重干，加快建设名副其实副中心”

□洛平

“我是谁”，既是哲学命题，又是发
展命题。

中原经济区文化示范区，是洛阳致
力建设名副其实副中心的四个定位之
一。市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大
力实施文化提升战略，使洛阳成为最具
中国元素、最有中国特质、最富中国味
道的国际历史文化名城。

谈及文化，有学者这样说：洛阳，你
的名字就是最大品牌。

诚然！
五千年文明史、四千年城市史、一千

五百年建都史，使得洛阳的文化历史长如
河、文化记忆深似海、文化符号灿若星。

从“中华文明的原点”一路走来，可
以说，洛阳这个城市，身蕴“文化”的基
因、手握“文化”的瑾瑜！

“文化，始终是一个国家最与众不
同、最宝贵、最值得骄傲的财富。这种
财富，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盛满了历
久弥新的奇珍异宝，永远也用不完。”在
成功执导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张艺谋
曾如是感叹。

洛阳人有着同样的“文化认知”：没
有文化，再强大的城市也会没落；做强
文化，才能让洛阳长久安身立命。诚
如市委书记陈雪枫所说：“洛阳人民一
直有个梦想，就是要实现城市复兴、重
现帝都辉煌。实现这个梦想，也是历

届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孜孜不倦的
追求。”

梦想虽丰满，现实却有些骨感——
看表象，近年洛阳城市建设取得了

很大成效，城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缺憾的是，城市特色尤其是文化特色
没有凸显出来。偌大的洛阳城，看不到
多少帝都的遗迹，嗅不到古城的应有味
道，感受不到浓厚的文化气息。

看数据，首次推出的河南省区域文
化竞争力分析评价报告显示，2012年，
洛阳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52
亿元，而“前三名领跑”的郑州、许昌、开
封，分别为 173 亿元、72.4 亿元、66.2 亿
元。全省排名第四，显然与洛阳的“文
化家底”不相匹配。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单凭“文化家
底”，不足以在今天建立起一个城市的

“文化自信”。换句话说，洛阳光有“文
化认知”是不够的，还须有战略高度的

“文化提升”——
如何让文化更好地融入经济发展，

与旅游、商贸等紧密融合，将一大批优
势文化资源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文
化产品、文化项目，使洛阳的文化产业
得到长足发展，GDP占比超过5%，成为
全市发展的支柱产业？

如何让文化更好地融入城市建设，
形成一大批体现洛阳文化精髓的文学、
艺术、建筑等各类精品力作，使洛阳的
文化元素得到充分彰显，放大文化优

势、塑造文化个性、发散文化魅力，让人
处处都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真正
打造出“最中国”的元素、特质和味道？

如何让文化更好地融入群众生活，
文化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城市精神得到
大力弘扬，使洛阳的文化品牌得到全面
提升，让人们乐于参与、乐于体验，愿意
来、愿意留，不断激发群众的文化认同
感，为洛阳的发展增强凝聚力、积聚正
能量？

…………
文化，绝不是“务虚”。
文化，绝不为“撑门面”。
文化，绝不可“浅尝辄止”。
想当初，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

战略，被赋予“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区”的战略定位。在这个盘子中，洛阳
理应唱主角、挑大梁、担重任，做到有特
色、聚人气、可持续。有为则有位，洛阳
如不主动作为，就会被别的城市取而
代之。

看如今，“以文化比后劲、以文化论
发展”，越来越成为区域竞争的“重头
戏”。文化，是洛阳最具吸引力的名片，
也是洛阳建设名副其实副中心的最大
特色；洛阳，就是要将文化软实力变成
核心竞争力，靠文化软实力重新拥有

“话语权”！
“文化提升”，洛阳已来到关键节点。
要抢抓机遇。紧紧抓住国家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
原经济区建设和“双申遗”成功的重大
机遇，把“文化提升”融入经济发展和社
会建设的全过程。

要重点突破。突出抓好文化旅游
产业示范工程、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工
程、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工程、牡丹
文化产业升级工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工程、市民文明素质提升工程等六
大工程，着力打造具有洛阳特色、中原
气派、国家水准的文化品牌。

要提升水平。坚持公益性、保基本
和均等化原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引进一批先进的文化龙头企业，推
出一批具有洛阳特色、代表洛阳水准的
文化精品，讲好帝都圣城故事、演绎牡
丹传奇、传承河洛文明、彰显洛阳魅力，
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持续打造全国
文明城市品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
过程，努力把文明诚信打造成洛阳的

“第一名片”，提高思想道德建设水平。
“文化，是一条来自先祖而又流向

未来的河。”
就在前天，《人民日报》刊发文章

《悠悠岁月 静静故城》，说“走一走汉魏
洛阳城遗址，探一探隋唐洛阳城定鼎门
遗址，‘面子’上的东西被时间‘冲刷殆
尽’，但依然能够触碰到历史的根基”。

是的，“历史的根基”从未失去，“文
化发展的春天”必将降临河洛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