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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植”旅游
共建华夏精神家园

新郑市拥有 8000 年的裴李岗文化、
5000年的黄帝文化、2700年的郑韩文化以
及神秘的具茨山岩画，高拱、李诫、白居易
等历史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近年
来，新郑市充分发挥文化优势，挖掘文化
内涵，将文化“根植”旅游，创优旅游品牌，
大大增强了旅游文化吸引力。

2015 年，新郑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关
于加快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中指出，旅
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
性强、关联度高、带动性大，既是城市软实
力，也是城市硬实力，更是城市发展新动
力，要继续打造和强化“黄帝故里”“郑韩
古都”“红枣之乡”三大特色旅游品牌，推
动全市旅游转型升级。值此，新郑市进入
加快全域旅游发展新阶段。

截至2015年，新郑市已连续10年成功
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连续举办九届黄
帝文化国际论坛，在海内外炎黄子孙中产
生巨大影响，“寻根中原、拜祖新郑”已成
为所有华人的共同心声。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被评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祭
拜大典、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根亲文化
盛事，新郑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

据悉，以文化旅游为龙头，新郑还将
持续开发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生态

旅游、研学旅游、养生旅游、商贸旅游、工
业旅游和慈善旅游等八大新型旅游业态，
实现旅游产业与城市建设的和谐共赢。
2011 年以来，新郑市各景区共接待游客
1871.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8.2亿元。

文化“种”基层
群众乐享丰硕成果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2014年的新郑，无论是城里的游园广场还
是村里的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的欢快鼓点
昂扬向上，没有年龄界限的舞姿醇香醉人，
由老百姓主导的音符，奏出最美的旋律。

“少了麻将台边客，多了文化场上
人。”说起村里的改变，梨河镇陈庄村的赵
艳霞笑着说：“现在都改跳广场舞了，谁还
打牌啊！”群众的潜力是无穷的，有时只是
缺少个引导，“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彻
底点燃了群众的文化热情。郭店镇河范
村的盘鼓爱好者得知教练刘爱家中有农
活脱不开身，为了及时进行排练，她们主
动来到刘爱家中帮忙，欢声笑语在田间地
头回荡。

百，百支队伍；千，千名骨干；万，万家
欢乐。新郑的“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既
注重盘鼓、戏曲、舞蹈、舞龙、舞狮等动态
类队伍建设，也注重下棋、绘画、剪纸、书
法、十字绣等静态类队伍建设，通过“万
家”参与，真正实现“万家欢乐”。

新郑市相关领导介绍说，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让百姓看不如让百姓演；

“送文化”不如“种文化”，来自老百姓的
带不走、留得住的群众业余文艺演出队
伍更“接地气”。从“送文化”到“种文
化”，再到“育文化”，只要想群众所想，送
群众所需，文化活动自然能“沉”得下去，

“热”得起来！
此外，新郑市的图书馆、文化馆均

对市民免费开放。近年来该市建设乡
镇文化站 15 个，村级文化大院 290 个；
举办市民文化大讲堂 280 余场次，受众
达 9 万余人；深入开展“双百”文化惠民
活动演出 2150 场、“舞台艺术进乡村、进
社区”85 场 、“公益电影送基层”15750
场；在电视台开办了《轩辕大讲堂》栏
目，已播出 20 多期。

文化“导”精神
文明和谐大美新郑

2012年3月上旬，新郑市启动了“城市
精神”表述语提炼培育活动，并发动全市
各级干部、社会各界群众、知名专家学者
对“新郑精神”进行讨论和研究。在经过
反复酝酿、缜密推敲、投票评选和广泛听
取各方意见后，最终确定“厚德自强、传承
创新”为新郑市“城市精神”表述语。近年
来，新郑市通过弘扬“新郑精神”深化黄帝
文化内涵、凝聚民心民力，开展的“践行城
市精神先进人物”推选和表彰活动，在全
市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新郑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厚德”是
中华文化的精神之魂，也是社会转型时期
特别需要提倡的精神品格；“自强”指的是
只有居安思危，与时俱进，自强不息，才能
保持昂扬的斗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传
承创新”的含义为新郑是全球华人寻根拜
祖的圣地、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
园，有责任传承和弘扬黄帝精神，并推动
黄帝文化向前发展。

同时，新郑市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
层面的价值准则，教育引导人们向往和追
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2011
年以来，共举办道德讲堂活动630余场次，
受众7万余人次，群众文明意识、素质素养
持续提高。

回眸十二五 精彩看新郑

文化惠民 润泽民生
本报记者 陈 扬

近年来，新郑市以增强城市软实力为根本，充分发挥新郑文化底蕴深厚的优
势，大力弘扬以黄帝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塑造具有新郑特色的城市形象，着力
打造有底蕴、有魅力、有特色的品质城市；抓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六个一”

“百姓大舞台”“群众文化节”“轩辕大讲堂”“百支队伍、千名骨干、万家欢乐”等活
动，推动全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文化强市。

这里以前是新华路街道五宅庄村。
五年前，这里远远望去是大片的老房

子，宽窄不一的土路蜿蜒其中，此时如果一
辆汽车正奔驰其中，腾起的滚滚尘土中真
有“绝尘而去”的气势。

三年前，这里立起来一个个高大的塔吊，
从此，那些破旧的老房子慢慢少了，取而代之
在原来的地方“长”出了一栋栋整齐的楼房。

如今，这里是新华路街道一品蓝湾社区。
五宅庄村和一品蓝湾社区，区别不仅

仅在名字，背后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走在一品蓝湾社区，一排排整齐靓丽
的楼房鳞次栉比，一条宽阔的公路从社区
中间贯通而过。路遇几位大妈，一边甩手
健身，一边慢走聊天。和她们聊起新社区
里的生活，她们对我这个“外来人”竟是丝
毫不掩饰心里的得意和满足。

“这里环境比原来的村庄好多了。”
“这里的房子漂亮了。”
“这里服务好，设施也齐全。”
…………
其实，大妈们对新生活的满足是显而

易见的。在社区里，卫生室、超市、餐饮、娱
乐等商业服务一应俱全。和社区一路之隔
是一所市属公立幼儿园，而小学也相距不
到1000米。

在临路的一楼房子里，记者隔窗看到
一对夫妇正在忙着装修房子，男主人张大
哥告诉记者，他们是新华路五宅庄村人，以
前一直在外地打工，这两年看到家乡新郑
发展得很快，准备回来发展，把分到的房子
好好装修下。

张大哥对自己的新家很是满意，他说：

“以前的老村环境很差，和城市相比有很多
的不方便，现在好了，拉开窗帘就能看到绿
地，让人心情舒畅。另外小区内还有活动
广场和超市，非常方便。”

和张大哥同一单元的几家，以前并不
在同一个村民组。但现在他们已经相处得
和几十年的老邻居一样，关系非常和睦。

据了解，新华路街道五宅庄一品蓝湾新
型社区建设项目共分三期，一期安置房500
套60000平方米，已于去年5月份分配到居
民手中，目前二期项目正在有序建设中。

新郑市召开安置房
建设推进联席会

本报讯（记者 刘冬）11月 25日，新郑市召开安置房建设推进
联席会，听取了龙湖、郭店等乡镇安置房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明
确了相关工作的责任主体和时间节点。该市领导刘建武、王效光、
彭立、关民安、康红阳、张富永、陈春环参加会议。

今年新郑市各乡镇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科学规划新型社区，
目前安置房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其中，龙湖镇目前已启动
中心社区16个安置点建设，共涉及11个行政村22个自然村，共计
5536户2.26万名群众。郭店镇中心社区、海寨社区、铜佛赵社区、
华阳寨社区已建成89栋3542套，其中已交付31栋，具备交付条件
46栋。

针对下一步工作，新郑市市长刘建武要求，各乡镇、街道、管委
会一定要按照安置社区建设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要求，把安置房
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加快建设步伐；要牢牢把握重点，进一步
拓宽渠道，集中土地、资金等各种要素优先保障安置房建设；各市
直部门要用创新的思维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用最简化的
程序，提供最便捷的服务，确保全市安置房建设顺利推进。

新郑三家农业示范园规模初现
入驻企业56家 累计投资29亿元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
新郑市北部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园、新郑红枣产业示
范园、新郑南部高标准粮田优种示范区三个示范园区
初步形成规模，已入驻农业类企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
主体 56家，推动流转农村土地 9.6万亩，累计已完成投
资 29亿元。

近年来，新郑在现代农业发展迅速的同时，对辖区
现代农业发展进行科学引导和规划，这其中围绕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建设，规划的三个现代农业示范区作用不
断凸显，逐步实现了“一园一特色”“一园一景观”的现代
都市生态农业发展新格局。在推动建设现代农业示范
园的引领下，新郑还形成了“优质粮食、现代畜牧、特色
果蔬、农产品加工”四大主导优势产业，并通过调整农业
产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出好想你枣制品、白象食品、
雏鹰生猪等产业集群，进一步夯实了当地现代农业发展
的基础。

华南城将建商贸文化旅游景区
定位国家4A级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记者近日从新郑市旅游和文

物局获悉，位于新郑龙湖镇的郑州华南城建设将再升
级，计划建成中原地区最大的、以商贸娱乐休闲为主题
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进一步提升该市场的功能和对外
影响力，并给周边地区和群众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据了解，郑州华南城旅游景区的申报范围为东邻潮
河，西接郑新快速通道，南至G107连接线，北到双湖大
道，总规划建筑面积1200万平方米。景区建设将以现有
项目规划区为主，主打商贸旅游、重点建设原材料及产
品交易市场、文化休闲、生态景观、特色美食等五个方
面。同时，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把规划区发展成配套
完善、主题鲜明、吸引力强、影响力大的知名旅游景区，
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目前该市正组织人员对景区备案情况进行现场检
查验收，包括景区游客中心、旅游标识牌、旅游厕所、停
车场及旅游景区备案资料等，以加快推进相关建设工
作，使景区建设如期达标。

本报讯（记者 陈扬 李伟彬
文/图）“百千万”文化惠民精心绘宏
图，中国梦新郑出彩明天更美好。
近日，作为第二届群众文化节其中
一项的歌唱大赛——新郑市“缔景
天城”杯全民歌唱大赛总决赛圆满
落下帷幕。决赛当晚，新郑市领导
王保军、缑云峰、王海民等与全市千
余市民共同观看了决赛。

大赛在歌伴舞《出彩新郑人》中

拉开序幕。比赛中，选手轮番登
场，斗歌技，比才艺，各个使出浑身
解数，声情并茂，倾情演唱。激昂
的《当兵的人》、悠扬的《山西牧
歌》、用德语演唱的《春之声圆舞
曲》……一首首歌曲不仅让台下观
众听得如痴如醉，也彰显了新郑人
不俗的唱功和实力，体现了新郑人
对文化艺术生活高层次的追求和
高品位的审美。

据了解，为了办好此次比赛，彰
显比赛的专业性和公正性，大赛组委
会专门邀请付林、李琼、陈勇、陈小
朵、王铁刚、于舰、王宁、霍锟、朱付军
等业内专业人士担任此次大赛的评
委。经过三个多月紧张而激烈的海
选、复赛和半决赛，16名选手从 800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进入总决
赛。最终李贝贝、李志勇分别获得冠
亚军。

郑州市政协领导调研
丙申年拜祖大典相关工作
本报讯（记者 吉祥 高凯 通讯员 春霞）11月27日，郑州市政

协副主席张建国到新郑市调研丙申年拜祖大典相关工作，并召开
座谈会，对丙申年拜祖大典相关事宜再安排再部署。新郑市领导
李志强、王海民等参加了座谈。

座谈会上，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管委会主任李志强就丙申年
拜祖大典中该市所负责的新建拜祖大典展览室、改造贵宾退场通
道、制作拜祖大典宣传片、拜祖文撰写和现场文稿制作等四项工
作进展情况进行汇报。目前，新郑市已对景区设施进行全面排
查，并且已着手对拜祖大典现场工程进行整修完善。

听取汇报后，郑州市政协副主席张建国对新郑市往年拜祖大
典的成功举办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该市认真总结十年拜祖大典工
作，固化经验，为实现丙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成功举办奠定坚
实基础；要细化责任点、瞄准薄弱点、整改难点、突出重点、找准工
作切入点、把握时间节点，把提升工作落到实处，确保丙申年拜祖
大典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唱响中国梦 出彩新郑人
“缔景天城”杯全民歌唱大赛总决赛圆满落下帷幕

新郑市人大举行
生态水系建设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11月24日，新郑市人大常委会举行
生态水系建设座谈会，听取了该市水务局的工作汇报和部分人大
代表的意见建议。

新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书良，副主任王军生、孙阔、彭德成、
郭明熙、王金灿、左建新、杨流、王海亮以及部分人大代表参加会
议，副市长乔琳参加会议。

近年来，新郑市围绕打造全域水系和循环水系理念，以黄水
河、双洎河等“四条水系”和轩辕湖湿地文化园、黄水河公园等“四
个公园”建设为重点，共安排实施水系景观、河道治理、水库除险
等生态水系建设项目 21项，总投资 13.5亿元，基本形成了贯穿城
市中心的生态湿地系统和滨河景观结构。

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认识，把生态水系建设工作纳入全市
经济社会重要议事日程；以两河三园为重点，打造成“水安全、水
景观、水环境、水休闲”为一体的生态休闲园；加强管理和执法能
力，使现有工程项目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要强力推进西南部湿地
景观建设，确保生态水系水源水清、水美、水安全，推进生态水系
建设健康发展。

高校院所创新创业
工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陈杨）11月26日，新郑市召开高校院所创新创业
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听取和了解驻新郑高校院所在开展“双创”工作
中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听取意见建议，为政校合作营造氛围，搭
建平台。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中原工学院、河南工程学院、郑
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等11所高校负责人，
华南城电商部、IBM国际智慧城、UFO众创空间等相关负责人，新
郑市领导刘建武、王效光、秦彩霞、秦洪源等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高校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院校在“双创”工作开
展中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并就校地共建创新创业综合体提出合理
化意见建议。

新郑市市长刘建武指出，全面深化政校合作，推进高校院所创
新创业，有利于资源的整合、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有利于激
发科研人员实现创业、有利于实现“从科研到生产到市场再到科
研”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区域产业的转型、有利于高校实践性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优化高校的教学模式，顺应了当前创新社会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新变革。

今冬明春农业农村
重 点 工 作 敲 定

本报讯（记者 吉祥 高凯 通讯员 燕萍）近日，新郑市召开今
冬明春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会议，对今冬明春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和
当前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该市领导王效光、乔琳等出席会议。

新郑市委副书记王效光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认清形势、突出
重点，明确任务，扎实推进；要全面认真部署，确保措施到位，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尽职尽责，一件一件抓好落实,一项一项抓出成
效；要强化督促检查，确保效果到位，市农委、水利等农口单位要
抓好各项工作的评比、考核，任务涉及单位要建立台账，实施目标
管理，倒排工期，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和目标任务落实到位，扎实推
进该市今冬明春农业农村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