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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合唱
生生不息 惊涛澎湃万丈澜

让我们重温那一幕幕珍贵的历史
镜头。

2019 年 9月 18日上午，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河南郑州
举行。

为开好这次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
事前要求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研究和科学论证。座谈会前一天，他走
进黄河博物馆，前往黄河国家地质公园
临河广场，深入了解中华民族治黄的历
史，实地察看黄河的生态保护和堤防建
设情况。

九曲黄河万里沙。走进黄河博物
馆，习近平总书记在“千秋治河”展厅驻
足良久。从大禹治水到明代潘季驯“束

水攻沙”，从汉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
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
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人们孜孜求索，同
黄河水患作斗争，甚至寄望于河神祭祀、
镇河神兽。

黄河，如一条昂首巨龙，劈开青藏山
川，穿过高原峡谷，跃壶口、出龙门、闯三
门峡，九曲十八弯，奔腾入海。

站在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临河
广场，总书记凭栏远眺。眼前的黄河，
天高水阔，林草丰茂。习近平总书记
目光深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
治 理 。 要 坚 持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综 合 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
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创作好新时代的黄河大
合唱！”

黄河不仅是一条波澜壮阔的自然之
河，也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文化之河。千百
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孕育
了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
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并在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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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自信推动黄河流域发展

求变求新弘扬厚重黄河文化

滔滔黄河，亘古奔腾。 悠悠五千年
中华文明，铸就了商都郑州之魂。阳春三
月，正在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郑州，
已是春意融融，杨柳依依。

从去年金秋到今年初春，短短半年，
一个个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在位于黄河之
滨的郑州接连上演，令世人瞩目。

中 华 民 族 一 家 亲 ，同 心 共 筑 中 国
梦。2019 年金秋九月，蒙蒙细雨中，来
自全国 34个参赛代表团、56个民族的万
余名运动员及嘉宾来到母亲河畔举行民
族大联欢。在高达 106米的炎黄塑像深
情注视下，各民族兄弟姐妹们手挽手，肩
并肩，载歌载舞，一同高奏民族大团结的
时代强音。

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加强黄河郑
州段生态保护治理，保护传承黄河文
化，经省委编办批准，2019 年 12 月上
旬，郑州市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
委员会正式更名为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管理委员会。此举标志着黄河沿线生
态保护治理和黄河文化主地标工程全
面启动。

2019 年 12月 9日，在巍巍炎黄巨塑
的深情注视下，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管理委
员会正式挂牌。在黄河文化辉映下，全新
的标牌散发出夺目的光彩。我们仿佛看
到，一条璀璨的文化带在闪耀，一条绿色
的生态带在铺陈，一条缤纷的旅游带在延
展……下一步，郑州将科学划定黄河文化
公园范围，坚持规划设计引领，全面推进

黄河生态保护示范区建设，加快完善基础
设施配套和文化集中展示，丰富文化内
涵，讲好“黄河故事”，提升城市品质，努力
打造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除夕之夜，在 2020年春晚河南郑州
分会场，众多黄河儿女齐聚郑州黄河文化
公园炎黄广场，以庞大的演出阵容，精彩
的文艺节目，展示了河南文化大省、粮食
大省、人口大省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自信，
以特殊的方式在除夕之夜向全国及全球
华人送去新春祝福。

背依巍巍炎黄塑像，向着滚滚黄河，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霍勇领衔，携
手多位歌唱家共同演唱《黄河颂》。伴随
激昂的歌声，惊艳亮相的古都郑州吸引全
球观众瞩目。

同心同德高奏新时代最强音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力量，是最深沉、最持久、最强大的力量。

去年 12月 23日，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成立暨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讨会在郑州召开。黄河
流域 40多家博物馆的 100多位馆长和专家学者，
共同见证黄河流域博物馆的诞生。未来，我省将构
建沿黄国家大遗址公园走廊，串联古今黄河流域的
15处国家大遗址，展示绵延不断的华夏文明演进与
民族融合发展历程。

据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宋丽
萍介绍，目前，我省正在加快推进黄河文化保护传
承弘扬规划编制，启动黄河文化资源梳理、黄河文
化艺术创作、沿黄大遗址保护利用、黄河流域非物
质文化遗产专题展等工作。下一步，我省将规划建
设一批黄河主题博物馆，讲好“黄河故事”，打造黄
河黄金文化旅游带，推介黄河旅游，通过中华文明
溯源之旅、大河风光体验之旅、治黄水利水工研学
之旅，让黄河文化在新时代大放异彩。

今年 2月 21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主
持召开郑州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核心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核心示范区建设工作。

会议提出，要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建设的各项工作；要围绕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加强研究谋划，紧密结合新一轮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加强研究分析郑州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特点、方向和任务，聚焦发
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聚焦郑开同城化发展，引领
中原城市群发展；要围绕核心示范区建设加强研究
谋划，统筹生态、防洪、文化等各个方面，处理好黄
河与城市、沿黄地区与中心城区的关系，使沿黄地
区成为郑州的亮点，形成城市的鲜明特征；要围绕
起步区建设加强研究谋划，把起步区作为核心示范
区的带动区，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打造郑州开封洛阳世界级文化旅游带的关
键节点，站位全局、突出重点，科学规划建设；要建
立市区联动、专班运作、封闭管理的项目指挥推进
机制，加快推动黄河博物馆、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等重点项目规划建设。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作为沿黄流域一颗
璀璨耀眼的明珠，郑州将扛起“让黄河成为造福人
民的母亲河”的责任与担当，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在这片黄土地上落地生
根，与黄河流域兄弟城市密切协作，共同唱响新时
代的“黄河大合唱”。

牢记嘱托
唱响新时代大合唱

尼 罗 河 文 明 、
两河文明、恒河文
明……与这些灿烂
的文明一样，中华文
明的第一缕曙光也
出现在大河流域，出
现在黄河中下游。
辉煌灿烂的黄河文
化在这里绵延不息，
“炎黄子孙”已成为
中华民族最广泛的
文化认同。

2019年 9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郑州主持召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时强
调，要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以水而
定、量水而行，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上
下游、干支流、左右
岸统筹谋划，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
大治理，着力加强生
态保护治理、保障黄
河长治久安、促进全
流域高质量发展、改
善人民群众生活、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让黄河成为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黄河文
化是具有感召力、
凝 聚 力 的 精 神 纽
带。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
标志着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进入新阶
段，更为河南、郑州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重大历史机遇。

黄河浩荡，历史沧桑，文化奔腾，华夏
发祥。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进程中，如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

据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苗长虹分析，黄河文化具有
鲜明的个性特征，突出表现为尚老崇祖的
根源性、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持续性、兼
容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以华夏
文化为内核的统一性、以求变求新为基本
精神的创造性等。黄河文化始终滋养和
凝聚着各个民族，共同成就伟大文明。从
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开始，黄河中下游地

区就呈现出稳定内敛、朴实执中的社会结
构特点；至二里头文化广域王权国家出
现，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形成了持续影响后
世中国的礼乐文明。正是源远流长的黄
河文化，为中华民族重礼仪、尚和谐，既强
调道法自然、天下大同，又追求自强不息、
变革图强的精神气质提供了根基和滋养。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副
会长阎铁成说，黄河流域孕育了许多伟大
创造，农耕文明、商业文明在这里发端，天
文历法、冶铸陶瓷、建筑纺织等方面都曾
站上世界科技的巅峰，“四大发明”更是从
这里走向世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

程。中原地区是黄河文明主要承载地。
郑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拥有商城
遗址、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北宋
皇陵、新郑黄帝故里等诸多历史名胜和文
化古迹，黄河文化、黄帝文化、仰韶文化、
商都文化、根亲文化、少林文化、冶铁文化
等蜚声国内外。

他建议说，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是一项
系统工程，除可通过建设黄河博物馆、大
遗址公园重点保护黄河流域文物古迹、风
土人情、建筑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还
应不断推动黄河文化与旅游业深度融合，
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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