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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是一篇
必须做好的“大文章”。前不久召开的
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进一步明确了
我市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思路举措。

持续抓好资源保护。以大遗址
保护展示、“博物馆之都”建设、国家
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等为抓手，加
大对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对
全市红色资源和沿黄文化资源进行
挖掘，有序推进隋唐洛阳城国家历
史文化公园、二里头遗址等大遗址
保护展示一揽子工程，让安静的文
化遗产通过活态传承变成有温度、
有生命的“教科书”。

持续抓好文旅融合。在推进
“全域游”上下功夫，融合好“水”
“绿”“文”“业”，让洛阳全域既有高
颜值又有好气质。在唱响“四季歌”
上下功夫，推出时令性强的旅游线
路和旅游产品，让游客一年四季都
能游在洛阳。在擦亮“老三篇”上下
功夫，融入“国际范”“科技味”的表
达方式。在打造“新三篇”上下功
夫，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形成
新的“文旅打卡地”。

持续抓好整体提升。统筹“吃住
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奇”全要素，
让游客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进

一步培育文化旅游领域的消费热点，
深入发展文化体验游、乡村民宿游、
休闲度假游、生态和谐游、城市购物
游、工业遗产游、研学知识游、红色教
育游、康养体育游等新业态，开发具
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

万里征程风正劲，千钧重任再
启程。我市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更好地担起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洛阳使
命，加快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把洛阳文化更好地熔
铸于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之中。

■编者按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为我们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提供了重要遵循。本报从今日起推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栏目，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
精神，坚定文化自信，挖掘讲述黄河的“洛阳故事”，全面展现我市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上奋勇争先的
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着力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上奋勇争先

讲好“洛阳故事”弘扬黄河文化
□记者 朱艳艳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
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在
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
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
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
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
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省委书
记王国生在洛阳调研时，围绕贯彻落实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出洛阳要在推动文
化繁荣兴盛上奋勇争先。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洛阳将抢抓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
遇，全面深化文化传承创新体系，坚持保
护固态、传承活态、发展业态，更好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的“洛阳故
事”，不断提升洛阳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
响力，擦亮“古今辉映、诗和远方”的城市
名片。

在古都洛阳，翻一页是厚重、看一眼是
风雅、品一口是文化。守着丰厚的“家底”，
如何为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添翼？

近年，我市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出
新，加快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充分发掘
文化资源，积极繁荣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
化产业，努力谋求文化发展的新突破、新跨
越、新发展，将洛阳的文化名片打造得更响
更亮。

在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推进实施中，我
市以历史文化和山水资源为依托，以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为核心，以文化旅游产
业为载体，以重大项目建设为基础，通过传
承展示河洛文化、推进大遗址保护、加强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挖掘洛阳记忆，激发
城市活性，提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品牌，全
面释放洛阳的文化魅力，努力建设具有洛
阳特色、华夏气派、国际水准的国际文化旅
游名城。

按照“围绕体系推进谋划专项、围绕专
项实施抓好项目”的理念，我市谋划实施了

“深入研究挖掘、传承展示河洛文化等洛阳
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示范区”“加强人文交往交流交融，提升
洛阳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文化
影响力”“全域融合发展文化旅游业，建设
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加大优秀文艺产品生
产力度，编创在全国有影响的文艺精品”等
一批文化传承创新体系重大专项，实施了
一揽子重点项目，不断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走深走实。

10月中旬，举世瞩目的二里头
夏都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一个月
内迎来游客27万人次，成为我市新
晋“文旅打卡地”。作为国家“十三
五”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为公众揭开了“华夏第一王
都”的神秘面纱，为世界架起了探索
中华文明源头的桥梁。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走
红”，是我市积极打造“新三篇”，加
快推动文旅融合的生动体现。

文旅融合，重在融合。近年，我
市持续在“融”字上下功夫，坚持用
文化的理念支撑旅游，用旅游的方
式发展文化，体现融的理念、找准融
的业态、发挥融的效果，推动文化与
旅游从“物理组合”迈向“化学反
应”，让诗和远方完美交融。

提升“老三篇”，打造“新三
篇”。文旅融合在内涵和外延上都

实现了新发展。通过提升白马寺、
关林景区数字化、智慧化和周边基
础设施，让“老三篇”真正亮起来；推
动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天
堂、明堂、九洲池、应天门实现“四点
一区”格局，“博物馆之都”建设加速
提质，把“新三篇”响亮推出来。

河洛文化影响更加广泛。古都
论坛、大运河论坛、纪念二里头遗址
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河洛文化传承创新研讨会……一批
高质量的盛会在洛召开，国内外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河洛文化展开
热烈研讨，擦亮了古都洛阳的金质
名片。

非遗保护阔步前行。《洛阳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出台，使
非遗保护措施更加具体详细。建立
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保护体
系，连年举办“河洛飞花”系列非遗

展示、展演等活动，积极开展非遗进
校园、进社区等宣传活动。

文化产业迎来黄金时代。举办
中原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出台《洛
阳市文化产业转型行动计划》等政
策支持，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消
费潜力持续释放。

文艺精品香飘海外。依托河洛
文化，一大批具有正确政治立场、深
刻思想内涵、感人艺术魅力的艺术
作品登上舞台，舞剧《关公》等精品
剧目赴海外交流演出。

文化惠民润泽民心。广播电视
全覆盖，城市书房遍地开花，新时代
红色文艺轻骑兵深入基层为群众送
上文化大餐，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
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如今的洛阳，文旅融合推动文
化繁荣发展，为中原更加出彩提供
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规划引领，滋养文化沃土

文旅融合，奔向诗和远方

奋勇争先，担起洛阳使命

2

3

二
里
头
夏
都
遗
址
博
物
馆
夜
景

记
者

曾
宪
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