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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拥有裴李岗文化遗址、大河村
文化遗址，又为早商都城，历史源远流长。济南同样是历史文化名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
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在黄河文明的哺育下，两地地域相近、人文相亲，友好交流不断。

一年来，随着济郑高铁的开通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深入，郑州、
济南两地在文化交流、旅游合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各显其长、交融互鉴，“功夫郑州”携
手“泉城济南”在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上碰撞出特色鲜明的时代新篇。

文艺创新——黄河故事时代和鸣

济南与郑州，两个同样拥有悠久历史与
丰富文化底蕴的城市，共同构成了黄河流域
辉煌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见证了黄河
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发展的壮丽篇章。

郑州的裴李岗文化、济南的龙山文化等
众多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构
成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文化形态；大舜、闵子
骞、扁鹊、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诠释着
济南“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人文底色；
大禹、许由、管仲、列子、杜甫、刘禹锡……印
刻着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

历史上，黄河文化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
当地多元的文化元素相互交融，绘制出绚烂
多彩的文化画卷。进入新时代，深厚的黄河
文化资源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与蓬勃活力。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用 21个剧场、近 700
分钟不重复剧目演出，将黄河文化与中原文
明浓缩至“黄河、土地、粮食、传承”的主线故
事中，打造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戏剧空间。
舞蹈《唐宫夜宴》、豫剧《杜甫·大河之子》《黄
河儿女》、歌曲《家在黄河边》《站在这里看黄
河》《春天的黄河谣》等文艺创作，根植黄河文
化，又融入现代审美，受到人们欢迎。

在对黄河文化的深入挖掘保护与传承创
新上，济南同样前行不怠。

11月 28日，儿童剧《飞越母亲河》首演。

作为全国首部以黄河流域鸟类保护为题材的
剧作，该剧通过一只名为吉祥的小黑颈鹤飞
越黄河的旅程，展现了黄河沿岸的壮美风光，
以及人鸟相依、鸟类与自然共生的和谐之
美。《飞越母亲河》还将开启沿黄九省巡演之
旅，将济南的黄河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音乐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曲艺节目《黄
河新城》、广播节目《我家住在黄河边》等，这
些以黄河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诠释着黄河文
化的深邃内涵与独特魅力，弘扬了黄河文化
的时代价值与精神风貌。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唱响新时代“黄
河大合唱”，需要沿黄省市发挥各自的独特优
势，打破省际界限、地域界限，实现文化的交
融与互鉴。

2020年，“中国沿黄九省省会城市画院联
盟”成立。2021年，联盟优秀作品联展首展在
济南市美术馆（济南画院）举办。170余件黄
河文化主题作品集中亮相，成为当年济南市
的重要艺术盛事。之后，联展相继走进郑州、
呼和浩特等地。4年来，数百名艺术家深入黄
河流域采风写生，千余件艺术作品精彩亮相。

2021年，济南、郑州等沿黄九省省会城市
文旅局发起建立“黄河流域城市阅读发展合
作机制”，以推进黄河流域文化资源的共知、
共建、共享，促进黄河文化带文旅融合。

文旅推介带动资源共享

郑州、济南两座城市不仅历史文化悠久，
其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近年来，郑州文旅部
门以“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
南建设”为引领，将“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
郑州”的城市品牌不断擦亮叫响。与此同时，
济南也在通过塑造“一年四季·泉在济南”的城
市 IP，找到“流量密码”，三度获评“活力之城”，
城市魅力提升不断。

如今，郑州不仅拥有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建
业电影小镇、海昌海洋公园、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等大型乐园IP，还拥有阜民里、二砂文化创意园、
郑州记忆·1952油化厂创意园等文化街区，新场景
乐趣十足、新业态活力涌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
城山色半城湖”，济南的大明湖、天下第一泉风景
区、章丘明水古城也都在假日期间人流如织，“泉
城IP”续写着古今交融的城市风采。

从“互联互通”到“直连直通”，济郑高铁的
成功牵线，加速了两座城市旅游资源的交流共
享。2023 年 12 月 8日，郑州东站开往济南的
G4830 次高铁旁人群熙攘，来自郑州的“文旅
推介团”带着非遗文创、文旅企业、精彩节目来

到“好客山东”，发出“老家河南”的盛情邀约。
此后，越来越多的文旅推介活动乘着济郑高铁
的东风，将文旅资源互推、两地游客互送、文化
资源共享。

在今年 4月“畅游齐鲁 乐宿聊城”主题推
广活动上，来自济南、郑州、安阳、聊城等地的
行业协会代表和文旅部门代表纷纷上台签约，
由此济郑高铁沿线城市文旅联盟成立。7月 3
日至 7月 7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携郑州、开
封、鹤壁、濮阳等地市先后走进山东菏泽、济
南、潍坊、烟台、聊城等地，举办文旅推介活动，
以实际行动落实《鲁豫文旅交流合作框架协
议》，助推两省旅游交流合作。

在河南、山东两省文旅部门的驱动下，在济
郑高铁的辐射带动中，2024年以来郑州相继迎
接了“向东向海·豫见荣成”“豫见齐鲁·山河有
约”“沿着黄河遇见海·登上邮轮观世界”“时尚
青岛·魅力胶东”等多场文旅推介会，来自齐鲁
大地的文旅资源在郑州相继亮相登台，一个“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文旅发展格局
正在逐步形成，并面向美好未来大步走去。

历史传承赓续黄河文脉

黄河奔流，哺育了两地文化、滋养了两省源远流长的
历史。在郑州，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6000年前
的大河村文化遗址见证了先民的生存繁衍。3600年前商
汤在此定都，其城墙遗址至今仍在城市中心矗立，成为郑
州“城市一环”。泉城济南同样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
名城，距今4000至 4500年的“龙山文化”就因发现于济南
东郊龙山镇而命名，成为考古界共同认可的历史断代。

黄河奔流去，文明薪火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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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需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历史文脉
和民族根脉、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郑州与济南作为
黄河沿线两大历史文化名城，考古发掘接连成片、历史古
迹不胜枚举，如何做好对这些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
保护，深入推进考古等工作，两座城市也分别给出了答卷。

从龙凤庄村遗址、方家庄北墓地完成考古项目验收，
到城子崖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济南不断擦
亮城市文化名片，聚力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新标

杆，提升城子崖、大辛庄等考古遗址保护利用水平，
推动“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申遗工作，促进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郑州市文物局则

依 托“ 考

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国家重
大社科基金项目，持续对郑州地区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
各项遗址进行考古研究。今年以来，各区县文博单位深入
一线，高质量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全市 2项 12
处世界遗产、83项 8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万处不
可移动文物得到全面盘查保护，文脉之花开满原野山间。

众所周知，孔子是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巨人，而很多
人并不知道，孔子还是商王室的后裔。从孔子家谱世系图
中可以看到孔子是商族后裔、契和商汤的后代。车水马龙
的郑州东大街上，供奉孔子的郑州文庙与商汤所建都城的
遗址博物院临街“两两相望”。2024年 6月 17日，包含《孔
子印象》展、《六艺传习》体验馆、《孔子游记》沉浸式剧场和

“金声问学”为学子撞钟祈福等活动的郑州文庙孔子系列
展览开幕，仿佛穿越时空，“孔子”与“商汤”实现了跨越历
史的对话。

除此之外，《郑州市双槐树遗址保护条例》的出台保护
了“河洛古国”深埋千年的王都气象，宣传片《文物里的郑
州》赋予考古发掘有趣而生动的视听语言，“考古工地开放
日”让文物发掘走入市民假日生活，“博物馆里过大年”使
群众走入博物馆与文物馆藏相伴，与传统文化并肩。

如今，周游豫鲁不再需要车马扬鞭，文旅交流顷刻便
可相拥相见，黄河奔涌诉说着千年不绝的文明风采，历史

回眸，好景就在“济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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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促进友好往来

文化交流作为不同地区增进相互理解、建
立友好关系、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自古
以来便是加强城市间联系的重要途径。河南、
山东两省地理位置相依，风土人情相近，有着
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早在公元前 496年，
孔子便从鲁国出发开启了周游列国之旅，其到
访的郑国、宋国等地，都属当今河南地界，来自
齐鲁大地的思想观念与政治主张在百家争鸣
的时代就已经撒播于中原沃土之上。

大笔如椽写“米”字，文化交流谱新篇。随
着济郑高铁全线贯通，郑州率先建成“米”字形
高速铁路网，飞驰的列车缩短了时空距离，也
让沿线各地的历史文化资源链珠成串。从郑
州的少林寺、“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到卫辉
的比干庙、滑县道口古城、聊城光岳楼，游客可
以在一条铁路的穿行中感受城市之间的人文
风光。出发前来一碗郑州的“胡辣汤”，中午就
可以在济南吃上一块“把子肉”，半天时间，两
种风味的饮食文化便可垂涎嘴边，好不惬意。

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代表，郑州与济南在

这一年来友好交流不断、携手合作不停。今年
4月，济郑高铁沿线城市文旅联盟成立，各沿线
城市代表纷纷签署联盟会约；7月，“豫见齐鲁·
山河有约”河南文化旅游产品推介会在济南举
办，来自中原地区的特色美食、非遗产品、文创
好物让济南市民目不暇接；10月，黄河文化保
护传承弘扬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来自济南
社科院相关领域专家为黄河文化传承发展献
策建言。

随着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不断推进，郑州与
济南共同肩负着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历史文
脉和民族根脉的重大使命。“同饮黄河水，共赴新
征程”，11月20日，济南市党政代表团来到郑州，
学习考察郑州市在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项经验做法。在黄河滩
地公园，沿河两岸的壮丽景观让代表团感受到了
奔腾不息的黄河文化底蕴；在郑州·济南全面深
化合作推进会议上，两市全面深化合作备忘录签
署出台，一个“人文交流相亲相融、文化旅游携手
发展”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俯瞰郑州商城遗址俯瞰郑州商城遗址 郑州日报记者郑州日报记者 李新华李新华 摄摄

济南，别称泉城、齐州、泺邑；郑州，史称“天地之中”、商都，雅谓绿城。
济南与郑州，同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被誉为长城“之

父”的齐长城在这里“起步”，“二安”诗词（指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和辛弃疾字幼安）光耀华夏，
泉水文化世界闻名；一个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六大遗址片区之一、世界历史都市联盟会员，商
代文化、少林文化享誉神州。

两座古城之间，自古以来有黄河相连；一年前的12月8日，又因为一条高铁实现了直达。
近年来，济南和郑州这两座“家住黄河边”的城市，深入发掘黄河文化深厚资源，丰富并

完善黄河文化的内涵与体系，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与载体，使黄河文化遗产“活起来”，有力推
动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文博见证——历史文化同根共生

古老的黄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文化和
灿烂辉煌的文明。黄河两岸，留存着灿若繁
星的文化遗产，是两岸儿女共同的珍贵财
富。2019 年 12 月 23 日，黄河流域博物馆联
盟正式揭牌成立，济南市博物馆和郑州博物
馆均为联盟成员单位。济郑两地自那时起即
开始共同参与打造文博行业的“黄河文化共
同体”。

2024年元旦，济南市博物馆推出“汤汤大
河 生生不息——山东地区黄河文明特展”，立
足于山东地区黄河文明的源起、发展与精神
内核，以黄河在山东的流经为序，遴选各地具
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文物210余件，包括泰安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白陶背壶、鹿角锄，章丘城
子崖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高柄杯，以及变形

兽面纹亚醜铜罍、唐代三彩带流罐、宋代定窑
白釉盖罐等众多一级文物，充分彰显了黄河
文明兼容并包、同根同源的壮阔气质。

这项展览一直延续到 2024年春节期间，
成为济南市博物馆和郑州博物馆相约“两地
联动贺新春 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中的重要
内容，为两城的广大民众送上了文物大餐，让
观众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与济南相呼应，同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的郑州博物馆也举办了新春特展“天地之
中 龙行龘龘”“妙剪万象——迎新春馆藏
剪纸展”、非遗展示展演、现代音乐演奏、少
林功夫表演，还有文创市集、舞龙舞狮、国
潮街舞等精彩活动，尽展历史文化名城的
新时代魅力。

文旅联盟——高铁相通一路生花

济郑两市同属黄河流域及华夏文明主要发源地，地
理相连、文化相近、人缘相亲，都是文化大市，文旅资源丰
富，自古至今交流就一直很频繁。尤其是近年来，两地文
旅相近相亲，双向奔赴。

“早晨喝甜沫，中午吃烩面，朝辞大明湖，午至少林
寺，晚上还能看一场精彩演出……”2023年 12月 8日，随
着济南至郑州高速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运营，济南的旅游
爱好者欢乐地谋划起出行新路线。

山东、河南两地均是人口过亿的大省，长期以来互为
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特别是随着济郑高铁的开
通，交通的便利化更是促进了两省旅游互访的规模化发
展，也为游客出游提供了更多选项。济南到郑州的时间
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周末两天，郑州市民到济南周边逛
大明湖、爬泰山；或者济南市民到郑州游少林寺、逛河南
博物院，都很方便。

今年5月，为进一步推动豫鲁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走深
走实，豫鲁两省旅游协会联合发起了《促进文旅高质量发展
联合倡议书》。7月，为加强与黄河流域城市的交流合作，推
介济南暑期特色旅游产品，济南夏季文旅推介活动走进郑
州，充分展示推介了“泉城济南”的旅游风情和文化魅力。

8月 15日，G280次列车（郑州东至济南段）上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旅推介——“这一站，济南！”高铁旅游
营销活动搬到了高铁上，车厢秒变移动舞台，具有济南特
色的艺术演出、非遗展示、创意推介、诗词互动等节目热
闹上演。旅客们度过了一场难忘的泉城之旅。

互通协作文旅先行。今年两地加强市场共拓、客源互
送，发挥好“济郑高铁沿线城市文旅联盟”作用，深入开拓郑
济高铁沿线和鲁豫毗邻地区高铁旅游市场，共同打造周末
游、高铁游、研学游等文旅产品。加强文化交流、艺术互动，
加强两省馆际间交流互动，推动美术作品、文物精品、非遗
文创、精品剧目等互展互演。加强媒体联动、宣传互推，共
同打响“沿着黄河遇见海”文旅品牌。这一系列措施覆盖

“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进一步助力提升大众旅游体
验，推热文旅市场，释放消费发展活力。

山河相拥、携手共行。黄河滋养了鲁豫大地丰富多
彩的文化旅游资源，济郑将在沿黄文化旅游资源的深
度开发和利用上，不断加深交流、加强合作，
共同奏响新时代大河奔涌的澎湃
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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