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早已突破昔

日单一的阳春白雪概

念，她是民众的盛宴，民

众是创意主角，也是消

费主力。

在经历了从大雅到

大俗的奔突跳跃后，文

化进入了一个大众主

导、雅俗共赏的时代，

作为文化创造和文化享

受的实际主体，社会大

众和民间组织在文化繁

荣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文化，成为产

品，进入了市场化的生

产、加工、复制、营销和

消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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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战略决策高远
早在3600年前，郑州就是商王朝的重要都邑，

“商”城作为商代早期建立的一座都城，因其建筑
规模之大，文化内涵之丰富，2004 年，郑州被中国
古都学会确定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黄河底下黄土有多厚，郑州文化就有多厚。”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郑州的地下文物、馆藏文
物、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在
全国省会城市中数不胜数。但在相当长的时期，
文化资源带来的只是少量收入，根本不能称其为
产业。文化沉寂衍生地域偏见：进入21世纪后，郑
州的经济实力提升很快，但在很多人眼里，河南仍
是全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

承办第十届亚洲艺术节“四海一家·驻华使馆
艺术藏品展”的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总经理助
理黄晓钢说：“在我印象中，河南文化资源丰富，但
没叫得响的文化产品。”

2004 年，“郑汴洛文艺精品工程”四大精品之
一、郑州市第一部原创舞剧《风中少林》横空出世，
她跨越历史和现实，架起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的
桥梁，奏响了郑州文化产业的“前奏”。

“郑州明确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到议事日程
上来是在2005年。”市委宣传部事业发展处李兴志
告诉记者。2005年8月21日，郑州市委、市政府召
开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
议，至此，市委、市政府把文化放在与经济发展同
等重要的位置上，着力改变“经济建设腿长、文化
建设腿短”的状况。

2006年12月22日，市委第九次党代会正式提
出郑州要实现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建设强市转
变，推进文化建设实现新跨越，文化建设摆上更加
突出位置。

从形成共识到两个“意见”确立再到跨越式发
展的提出，文化产业在短时间内被提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这是郑州文化产业在短时间走向自觉的
关键因素。市委书记王文超曾明确提出：文化作
为我们城市的一大优势，将在这些方面继续加大
投入的力度，把文化资源大市真正建设成一个文

化强市。

品牌战略推进产业发展
当文化强市战略、文化产业高度和政策突破

口等关键因素定下来后，郑州市的决策者们结合
自身特点，把目光锁定在最具地域文化个性的项
目上。

郑州参照国际知名演艺公司的运作模式成立
了郑州歌舞剧院，打造的第一部大型原创舞剧《风
中少林》演出以来，演出场次安排早已走出河南、
走向全国、进入国际市场。接连囊括舞台艺术大
奖，近 2000 万的演出收入让郑州一举成为文化产
业改革的成功范例。郑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黄海碧
说：“歌舞剧院的体制采取了主创人员的委约制、
主要演职员签约制、群众演员合同制，机制上的灵
活使整个团队更具生命力。”

作为《风中少林》的姊妹篇，原创舞剧《云水洛
神》2008年4月一经推出，全国文艺界轰动，郑州在
舞台艺术精品的创作上俨然在全国有了自己的独
特地位。

把文化和旅游巧妙结合起来的嵩山实景演出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探索出演艺业和旅游业共
生共赢的发展模式，仅 2007 年一年门票收入就达
1500万元，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郑州电视台和超凡影视制作公司联合摄制的
我国首部大型科幻儿童电视剧《快乐星球》已完成
156集，在中央电视台5个频道及河南电视台12家
省市电视台播出、重播，在少儿频道播出时刷新了
该频道开办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

郑州百花园杂志社所属《小小说选刊》《百花
园》催生了令社会各界关注的“小小说现象”，营造
出以郑州为中心的“小小说集散地”，初步形成集
编辑出版、多渠道发行、广告策划、社会函授为一
体的文化产业实体。

中国最早的民营动漫公司“小樱桃”动漫也走
在了同行的前列，小樱桃漫画图书发行量占内地
原创动漫图书总发行量的30%。同时，文化品牌建
设和产品延伸的广度、深度也比以前有了明显增
强。2005 年，由郑州小樱桃卡通公司出版发行的

《快乐星球》第一本剧照版图书一套 26本上市，至
2006 年该书发行 200 万册，销售量甚至一度超过

《哈利·波特》，2008 年，“小樱桃”动画片第一部在
央视开播，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河南基地）落
户郑州。

新兴文化业态快速成长，伴随其成长的是一
批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茁壮生长：投资建设《禅宗
少林·音乐大典》的郑州天人文化投资公司，投资
拍摄制作《快乐星球》的河南超凡影视制作公司，
郑州小樱桃卡通有限公司……它们最大的特点是
什么都离不开“市场”：文化产品面向文化消费市
场来策划、制作和运营；文化产业项目的建设和制
作依托市场进行招商引资，依托市场配置文化资
源和文化生产要素。如此开发市场，最终占领市
场。反过来，来自民间的这些文化企业凭己之力
让市场的文化产品更丰富、更繁荣，市民选择文化
的自由度也更大。

文化建设硕果共享
精品战略带动了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2005

年底，新郑市悬赏百万征集“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策划，将全国的目光吸引到这个县级市上，
让拜祖大典未动已先声夺人。值得注意的是，这
次对文化的“营销”一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
传统模式，“文化”唱主角并成为经济增长点。如
今，已连续举办3年的黄帝拜祖大典成为郑州文化
产业发展的品牌，并带动了“根文化”产业的发展。

2008 年 9 月 26 日到 10 月 8 日，郑州成功举办
了第十届亚洲艺术节，这是郑州首次承接国际性
的文化展会，也是历届亚洲艺术节中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内容最丰富的一届，得到了文化部和各亚
洲国家的高度评价。这不仅是郑州对自身文化实
力的一次集中检验，也让郑州市民在自己家门口
享受了一次艺术盛宴。

第18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传统武术节、
中国（郑州）印刷包装产品博览会、第 18届全国图
书博览交易会等一批文化展会、节会，都增强了城
市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30年，郑州文化产业从无到有，由弱

及强，最终通过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品牌，在
郑州形成了愈来愈浓厚的主流文化氛围。据郑州
市统计局发布的消息，郑州市 2007 年文化产业首
次实现增加值突破百亿元，达到 101.7 亿元，比上
年增长20.0%，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20.8%。

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市委、市政府
一刻也没有放松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着力构建
覆盖社会的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市民
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加大对文物古迹、历史遗迹、遗产的发掘、抢
救和保护力度：嵩山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取得实质性进展，申遗文本已经报送联合国科
教文组织并获得一致通过；对郑州商城遗址保
护、开发进行总体规划，建设商城遗址公园；投
入大量资金完成了对文庙、城隍庙、黄帝故里修
缮等。

兴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了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世界客属文化中心、郑州歌舞剧院。启动郑州
市图书馆新馆、郑东新区体育公园等建设，科技馆
新馆正在前期筹备，12个县（市）区图书馆、文化馆
全面启动，目前已建成9个。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市信
号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通过文化资源共享工程
形成覆盖全市的基层服务点；2007年全市 11个乡
镇达标综合文化站投入使用，100个社区文化中心
全部建成；设立2254个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点，行政
村 100%实现一月一场公益电影；“十一五”期间计
划完成 1171 个农家书屋建设任务，农家书屋已累
计配备图书近60万册。

如今，利用互联网查资料，去公益课堂听讲座
学本事，上博物馆、科技馆长见识，在家门口欣赏
精彩电影……郑州的老百姓免费或者花很少的钱
就能享受到便捷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

一个以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基础，以文
化产业发展为支撑，以黄帝文化、商都文化、嵩山
文化、黄河文化、少林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开
发为依托，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动力，城乡文化协同
推进的大文化发展格局在郑州初步形成。

郑州在奔向现代化的征途中，“文化强市”建设成为崛起
的最强音之一。从文艺精品的推出到文化节会的遍地开花，
从跨出文化产业发展的坚定步伐到迈入文化体制改革深水
区，郑州留给外界的印象是惊叹号。

昔日里难得的精神盛宴，今朝成为郑州人的日常佐餐，过
去局限于部分人们的特殊待遇，如今已是大众共享。作为一
股动态的力量，文化资源优势正在转化成郑州迅速崛起的强
大支撑力，文化建设也让这座惯常沉默的城市自信起来，散发
光彩，独具魅力。

个性需求助推市场多元
本报记者 张丽霞 文 李 焱 图

满足住房需求多样化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主要靠福

利分房来解决。1980年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批转《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中正式提
出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准许私人建房、买房、拥
有自己的住宅，不仅新建住宅可以出售，现有住宅
也可以出售，从此，拉开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

“开展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供应市场
化成为必由之路。”郑州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当以政府和单位建设住房，作为福利分配给职工
的住房供应模式难以为继时，作为全国最早的4个
试点城市之一，郑州率先开始探索并实施住房制
度改革试点。1982 年，我市第一家房地产开发公
司“中国房屋开发公司郑州公司”正式成立。但由
于单位福利分房的存在和人们住房观念尚未转
变，因而商品房市场发展比较缓慢。

1991年1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
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
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住房制度改革的指导思
想。1994年，郑州市政府出台《深化城镇住房制度
改革的实施方案》。1998年，全市全面停止福利分
房。1999年以后，我市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从公房出售转向对未参加过房改的职工实行住房
货币化补贴。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全市累计补
贴 4813 人，金额 7642.9 万元。全市住房由单位自
建转入全部实施市场供给，住房市场全面建立，市
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目前，全市已拥有房屋建
筑总面积 12201.45 万平方米，比 1978 年增长了 11
倍，其中住宅 6975.88 万平方米，比 1978 年增长了
16倍，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5.1平方米，比1978年增
长了3倍。

随着住房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和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的不断提高，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也
越来越凸显出来。1995 年，我市成为首批国家安
居工程试点城市之一，截至去年底，全市累计建成
经济适用房 601 万平方米，解决 5.9 万户困难家庭
的住房。目前，我市已初步建立以经济适用住房
制度为主，廉租住房为辅，以困难企业集资建房为
补充的住房保障体系。

2001年，26户“双困”家庭实行实物配租，拉开
我市廉租房的篇章。2002年，市政府出台《郑州市
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并实施廉租
住房租金配租方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有 3034
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享受到了廉租住房政策，
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现如今，在郑州的房地产市场上，高达每平方

米上万元的商品房、低至 2000 元左右的经济适用
房，再加上日益增加的保障性住房，我市越来越多
居民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梦想。

教育需求个性化消费层次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办学体制非常单

一。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民办教育大规模成
长起来，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增
加社会的教育供给，给教育体制改革带来了动力
与活力。

河南地处中原，人口密集，高等学校较少，民
办教育的发展空间大有可为。1984 年，胡大白以
30 元起家，创办黄河科技学院，1994 年 2 月，经原
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建立民办黄河科技学院，实
施高等专科学历教育，该学校成为我国自颁布《民
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以后，全国第一所独立
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1990 年，台北广兴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王广亚
首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巩义，一直热心教育事
业的他萌发建立一所大学的愿望。1993 年 3 月 6
日，台北广兴文教基金会与郑州大学合作兴办郑州
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1994年6月21日，国家教

委批准成立“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目前已
形成培养本科大学生为主，多种层次的办学体系。

1998 年，由美国西亚斯集团公司投资与郑州
大学合作创办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该院是
国内第一所中美合作、美方独资，具有国际化特色
的新型高等学府。

在民办高校领跑我市民办教育的同时，郑州
还涌现出如郑州交通职业学院、河南旅游专修学
院、郑州少林武术专修学院、郑州东方外国语学
校、河南建业足球中等专业学校等中高等职业院
校，这让越来越多的莘莘学子圆了大学梦，也让更
多的学生在不同的领域和行业内施展着各自的才
华。截至去年统计，全市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达到
1292所，在校学生 48万人。郑州市逐步形成公办
学校、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教育体制多样化和教育结构多元化的趋势会更加
明显，教育需求个性化和教育消费层次化的现象
更加普遍，教育产业化的发展空间会更加宽阔。

市场细分促进民营医院发展
上世纪 90 年代，医院的产权改革被提上日

程。1999年4月，中国卫生改革理论与政策高层研
讨会上提出医院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以公办医
院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医院进入医疗市
场。有些医院继续国有公办；有些改为国有民
办（承包经营、委托管理或租赁）；有些进行资产
重组，通过政府融资与市场融资，包括中外合资，
试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部分小医院拍卖转让，
有些地区试办医院集团。2001 年，国家明确将医
疗机构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种，数量可观
的民间资本涌入医疗服务市场，民营医院大量
出现。

2002 年，第一家民营综合性股份制医院——
郑州安泰医院正式挂牌，这一年也被业界称为我
市民营医院的元年。

民营医院从一出世，就成为医疗行业激活经
营机制、改善服务质量的一大亮点，他们以其人性
化服务、方便快捷的就医方式及优美、舒适的就医
环境，让众多患者耳目一新，也给医疗市场带来一
股春风。

但是，在我国逐步开放医疗市场的大背景下，
许多民营医院在激烈的竞争中都遭遇“成长的烦
恼”。为避免与公立医院在竞争中正面交锋，许多
民营医院都走上专科之路，采取“错位竞争”的方
法，形成特色品牌，以期能在日益细分的市场中分
得一杯羹。 诸如郑州阳光男科医院、河南整形美
容医院、郑州新世纪女子医院、郑州普瑞眼科医
院……等民营医院大多如此。

另外，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在社会上普
遍知名度不高，缺乏竞争力。“吸引人才、培养人
才、留住人才，才能增加民营医院的竞争力。”郑州
大学MBA管理学院一位专家如是说，他们可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并降低价格，适应医疗服务市场的
要求，从而满足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

综上所述，不管是居民买房，还是看病、上学，
在政府满足基本需求供给后，鼓励民间资本投身
公共产品行业，必然会带给市民群众更丰富的产
品以及更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

1980年，作为全国最早的 4个试点
城市之一，郑州率先开始探索并实施住
房制度改革，从此拉开住房商品化的序
幕；

1984年，胡大白以 30元起家，创办
黄河科技学院，成为创办我市民办学校
第一人；

2002年，我市第一家民营综合性股
份制医院——郑州安泰医院挂牌，开启
了郑州民营医院元年。

改革开放 30年，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我市通过职能转变，引入市场机制，
鼓励多方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大批房地
产公司、民办学校、私立医院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大大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个
性化、多元化的需求。

社区欢乐腰鼓▲

现代化住宅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