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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讲好黄河故事 弘扬黄河文化
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赵文静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景观壮丽多彩，而且文化深厚悠远。
2019年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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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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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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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首次举办界别协商座谈会，以“讲好黄河故事、弘扬黄河文化”为主题，组织部分文学艺术界委员与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有关单位开展界别协商。会议现场，委员们踊跃发言，积极建言。

两会好声音

策划精品旅游线路
让“老家河南”更受欢迎

河南是中国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古都数量最
多的省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同
时，河南有着庞大的外地游客市场。那么，如何策划推介河
南深度文化游线路？让“老家河南”更受欢迎？

省政协委员吴颖建议，河南要在旅游资源布局及线路设
计、宣传推广和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精细打磨。

具体来看，可以策划设计“小众河南文化旅行线路”，推
介藏在深闺的“老家河南”文化旅游资源地。尤其是乘郑万、
郑阜、商合杭三条高铁新线开通之东风，挖掘整合南阳、周
口、平顶山三市的特色旅游资源和线路。

同时扩大宣传，可邀请著名作家、摄影家走进河南，让
他（她）们了解河南、认知河南、宣传河南，成为“老家河南”
的宣传使者。提升和改善旅游服务，进一步加强与游客深
度文化游配套的地接机构、租车自驾、游玩导航、优质导游
服务等。

抵御网络暴力
净化网络空间

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日
益密切。网络因其便捷性和无界性给公众提供了新
的言论发表平台，但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又使
之成为滋生网络暴力的温床。

省政协委员王登朝认为，净化网络环境迫在眉
睫，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首先要制度先行，目前规制网络暴力的相关规
定比较零散，执行效果不好，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网
络方面的立法。”王登朝说，此外，实行网络实名制，是
净化网络环境的重要措施。不论在现实世界还是虚
拟世界，人们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由此形成一定
的约束力。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因为网络暴力涉及面
广，在舆论方面应引导网络用户抵制网络侵权、网络
暴力等行为，打造健康网络环境。司法机关发挥好维
护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通过公正高效的司
法裁判，做好治理和监管，切实履行好依法治网的职
责使命。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

塑造黄河文化品牌

“我们要从国家的高度和全局的视野来研究黄
河文化，发挥中原地域优势，承东启西，加强区域合
作，共同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历史文化遗产，塑造
黄河文化品牌。”省政协委员毛德富认为，要加强区
域合作，协同推进黄河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
和开发。

黄河文化“多元一体”，是凝结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精神纽带。“当前首要任务是深化黄河文化的
研究，打破区域文化之间的界限和鸿沟，深入梳理
和挖掘黄河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突
出黄河文化中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华大一统
的思想。”毛德富建议，尽快建立黄河文化研究中
心和全国性学会，制定黄河文化研究发展规划和
实施方案，建设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推动黄河文化深入研究和具有高科技含量
的文旅融合。此外，借鉴大运河成功申遗的经验，
深化沿黄九省区的合作机制，成立黄河文化保护
与申遗联盟，发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将联
盟办公室设在郑州，力争使黄河入选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

毛德富建议，河南要发挥地域优势，担负起承
东启西的重要职责，系统性地把“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这一国家命题牵头做好，唤起“黄河文化共同
体”整体意识，共同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围绕国家战略，通过多种途径，力争使中华文明的源
头历史及表达更丰富，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的“核心区”，展示“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主
地标地位。同时，协调推进沿黄省区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讲好八个黄河故事

省政协委员李庚香认为，要唱响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的大合唱，应当讲好八个黄河故事。

他认为，首先要讲好黄河文明起源的故事，中
原地区是中原文明的发源地，我们要把力量聚焦到
中华文明起源这一点，通过建设黄河文明博物馆或
者博物院，打造中华文明溯源之旅。

讲好黄河精神的故事，要提炼以黄河文化为代
表的黄河精神，把三门峡的“中流砥柱精神”、新乡
的太行精神、安阳的红旗渠精神等联系到一起，对

黄河精神进行深度挖掘。
讲好黄河人物的故事，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

代价值，从历史上的子产、韩愈，一直到现当代的常
香玉、二月河、李佩甫等作为“黄河之子”系列推介，
要把邓亚萍、朱婷等当代河南文化名人的出彩故事
讲好。

讲好黄河文物或中华文物的故事，建议以河南
为主体，会同沿黄九省联合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
遗产，推动黄河文明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新馆、中国
农耕文明博物馆建设。同时，加快推进黄河文化遗
产的系统保护，扩大黄河文明的世界影响。

讲好黄河文化故事。把三门峡的虢国文化，焦
作的太极文化，郑州的黄帝文化、禅宗文化、少林文
化，开封的大宋文化，安阳的文字文化、殷商文化等
贯穿整合，梳理成中原文化集群加以推介。同时，
还可以通过编写大型舞剧等方式，通过有震撼力的
作品来展示黄河文化。

此外，还要讲好黄河旅游的故事，将黄河沿线自
然景观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打造黄河黄金旅
游带和黄河故道文化风情体验区；讲好黄河生态和
黄河治理的故事；讲好黄河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故事。

重点扶持黄河故事选题创精品佳作

黄河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延绵着中华儿
女生生不息的血脉，承载了太多太多的记忆和故
事。围绕黄河这个主题，历代文人创作了数不清的
流传千古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我省而言，作家艺术
家更是留下众多以黄河为表现主题的扛鼎之作，在
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省政协委员邵丽认为，当代文艺家理应讲好新
时代的“黄河故事”。“只有讲好‘黄河故事’，才能推
进实施培根铸魂工程，延续中华历史文脉，坚定文
化自信；只有讲好‘黄河故事’，才能进一步发现黄
河文化的文明价值，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
护；只有讲好‘黄河故事’，才能全面展现新中国黄
河安澜、国泰民安的宏伟史诗，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只有讲好‘黄河故事’，才能深
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邵丽建议，加强对黄河文化的研究。“成立黄河
文化研究机构，吸引有志于黄河文化研究的专家学
者积极参与，形成较为完备的黄河文化研究机制与

研究格局；建设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基地，拓展
以黄河文化为背景的精品文旅线路，为炎黄子孙寻
根问祖，为海内外同胞认识、感悟、体验黄河文化提
供更多的场域。”她还认为，应策划、推出一批黄河
故事选题，进行重点扶持，对表现黄河文化的文艺
作品，进行精准奖励，使更多的文艺家潜心创作，书
写无愧于时代的反映黄河文化的精品佳作。

用新媒体传播黄河文化

省政协委员侯运华认为，黄河文化存在形式多
样，其生态保护也需要有针对性措施。如悬河、水
库大坝、水渠、黄河铁犀、黄河特色民居建筑、名人
视察黄河纪念亭等地面文化遗存，应完善周边环
境，建立视频资料库；对黄河水患故事、黄河神话传
说、河滩文化风俗等，进行音像视频录制、保存……
他建议利用电视、网络、新媒体，依托省内高校新闻
传播学院的人才，引入动漫制作、电影拍摄、“微电
影”创意大赛等年轻人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宣传
黄河文化。

“河南省拥有不少研究黄河文化的人员和团
队，但是，尚未形成合力。”侯运华建议，整合河南大
学“黄河文明创新协同中心”、黄河水利委员会、黄
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的研究力量，形成省级
黄河文化研究团队，增强研究实力。同时，省政府
根据河南省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需要，为研究团队提供引导性课题，使其研究方
向与河南省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并在政策、资金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以确保河南省在黄河文化研究与
传播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以利于打造黄河流域核心
文化区。

用艺术手段讲好黄河故事

省政协委员张国晓认为，为了让黄河文化及其
蕴含的时代价值飞进千家万户，需要推动黄河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创新表现手段，
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动画、漫画、游戏、实景演出等
艺术手段，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
化自信。

“我们正准备推出《黄河故事》系列新型文艺作
品。”张国晓说，他们正联合相关部门面向全国征集

“黄河吉祥物”，目前已经收到多款应征作品，接下

来，经过专家评审和提炼提升后，计划选定一组卡
通形象作为黄河吉祥物，包括：大禹、中华龙、黄河
鲤鱼。之后，再把这些卡通形象用起来，创作一批
动画、动漫、游戏等作品。

张国晓建议，组织有关高校联合重点文化企业
成立黄河故事研究院，构建长效协同工作机制，持
续开展黄河故事、黄河文化的挖掘整理和转化传
播；由郑州市牵头，每年举办黄河文化博览会；在郑
州黄河文化公园选址建设“黄河故事展览馆”，便于
日后将《黄河故事之中国神话》《黄河故事之治水人
物》等创作成果集中呈现，打造黄河文化新地标和
文旅核心吸引物。“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黄河
故事创作的积极性，还需要构建激励机制，比如，设
立高规格的‘黄河文化奖章’，每年对弘扬黄河文化
取得显著成效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表彰。”

打造黄河文化旅游精品工程

除了界别协商聚焦“讲好黄河故事、弘扬黄河
文化”，不少省政协委员或政协参加单位也通过提
案、大会发言等形式，为弘扬黄河文化献计出力。

民革河南省委建议我省紧抓战略机遇，实施黄
河流域古都名城文化振兴工程。以中原城市群为
主要平台，以古都名城人文城市建设为关键抓手，
充分发挥郑州大都市区龙头作用，通济渠古都轴线
和永济渠古城轴线两翼齐飞，牵引推动黄河“几”字
弯都市圈协同发展，示范引领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民进河南省委建议，以河南为主体，会同沿黄
省（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打造沿黄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和文化保护带；利用考古及现
代科技手段，保护黄河历史文化资源；保护黄河民
间文化资源，推动“非遗”产品活态传承。而后，在
保护的前提下，把黄河历史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出
来、逐步向社会推介，实施沿黄博物馆体系建设提
升工程，推进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推动黄
河文化和旅游业高度融合，推动一批重点项目，打

造黄河文化旅游精品工程。

省政协委员毕跃峰认为，黄河文明的中心在

河南，建议河南规划并尽快争取在郑州黄河文化

公园建设国家级的“黄河文明博物院”，作为标志

性文化建筑向世界展示黄河文化、华夏文明、中

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