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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璀璨历史文化照亮奋进之路
——郑州市文物局深入推进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工作综述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省委
实施“十大战略”开局之年。市委十二届二次
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部署，以建设
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为统揽，锚定“两个确
保”，全面开展“三标”活动，深入推进文旅文
创融合发展等“十大战略”行动。

今年3月29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到郑
州专题调研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行走
河南、读懂中国，郑州是重中之重”“要以省
会郑州为中心，全景式展示河南文化河南
历史”。

如何深入推进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把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打造成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文旅品牌？如何充分发挥郑州在中
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
新模式、新路径，用“郑州文物”讲好“黄河
故事”？

在古都郑州这片广袤而厚重的黄土地
上，全市文物系统党员干部及职工正在砥砺
奋进，开拓创新，深耕细作，谱写着深入推进
文旅文创深度融合的动人篇章。

打造中华文明全景式集中展示地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

任伟告诉记者，围绕打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集中展示地，我市
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景式展示中华文明的主根和主脉，
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和国际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全面增强
郑州的文化软实力。经过深入调研谋划，市文物局已于今年 4月编制
完成建设“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中华文明全景式集中展示地研究报
告。翻开厚厚的报告，记者看到，该报告深入阐释了“读懂中国”读什
么？“行走河南”怎么行？项目体系如何建？建设运营如何做？

据该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处处长张贺君介绍，我市计划围绕“读懂
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这一核心，通过“云上行、线下行”打造中华文明
全景式集中展示地，并构建综合项目体系，探索“创新 创意 创造”新模
式。其中，“线下行”项目体系包括谋划建设中华通史馆、中华文明主题
乐园、主题博物馆及遗址公园等，打造一批展示主根、主脉的重要文化
标识。同时谋划布局部分文旅、研学集散中心，形成集文物保护、特色
古街、文娱体验于一体的文化商业旅游集散地。“云上行”则通过建设沉
浸式数字展示体验中心、数字王都、古城元宇宙等数字化文化科技项
目，为人们生动感受炎黄子孙的寻根之地、中华文化的朝圣之地、中华
文明的体验之地提供崭新载体。

中原文化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内生特质，成
就了郑州历史上的灿烂与辉煌。站在新起点上，郑州将以高度的文化
自觉奋进新时代，阔步新征程！

本报记者 成燕李焱 通讯员 潘振萍 王羿 文/图

文博活动丰富百姓生活

蓝天白云下，一座座古朴的草
房，一幕幕充满文化内涵的活动场
景，向人们诉说着辉煌灿烂的8000
多年裴李岗文化。6 月 11 日是我
国第17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
郑州市文物局驻裴李岗村工作专班
主办的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宣传活动在新郑市新村镇裴李
岗村举行。

在裴李岗遗址出土文物展柜
前，不少游客向考古发掘人员请教
着考古知识。来到新建成的古法压
榨坊、抟土制陶中心等处，不少游客
驻足欣赏、打卡留念。在农家院、文
创大堂等店铺内进出的游客络绎不
绝，这些极具乡村特色和文化特质
的网红小店正激活着郑州文创文旅

融合的源头活水。
从讲述绘有星象纹的彩陶文

物，到展示观星台、测景台等世界文
化遗产……当天，在郑州博物馆推
出的“筑梦天地之中”线上社教活动
中，讲解员向市民生动展示华夏儿
女对星空的不懈探索与追求。大河
村考古遗址公园联合郑东新区教文
体局采用线上直播形式，对大家进
行文博科普和宣传，向网友展示制
陶绘彩、钻木取火等研学课程。郑
州博物馆商城遗址分馆则通过视频
等形式宣传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的
文物资源和考古发现成果。

除了众多国有博物馆，民间博
物馆也为郑州文博领域注入强劲活
力。6月 14日，由郑州山海砗磲博

物馆与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联办的“贝耀中华——砗磲文物展”
在中牟博物馆开幕，吸引众多群众
前来欣赏。据该馆馆长周云祥介
绍，为期一个月的该展览旨在让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物“活起来”，让观众了解砗磲文物
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使用范围和历
史地位，丰富文化滋养。

“这些多彩的文博活动诠释了
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为绿城儿女
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历史文脉凝聚
了精神力量。”不少市民表示，在郑
州全力推进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中，
他们深深感受到来自全市文物系统
的创新实践。

生动传播古都文化精髓

厚德载物，文化为魂。怎样不
断挖掘阐释文化遗产蕴含的核心
价值，推动全市文物工作积极融入
社会、融入生态、融入民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郑州市文物局
通过面向全国公开发布科研课题、重
大课题定向委托等方式，先后立项研
究课题近200个、委托重大研究课题

10余个，联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等全国8个科研单位开展科研项
目20余项，积极参与文物领域国际
交流合作和国家“中华文明走出去”
工程；成功举办“中国首届考古学大
会”、“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从古国
时代到王国时代”学术研讨会等多个
学术会议，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联合
编制《郑州大遗址片区保护利用战略

规划》，与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探
索与发现》栏目联合拍摄《大运河传
奇（郑州段）》《考古中华河南篇：穿越
三千年的大河村》专题片，有效提升
郑州文化遗产影响力。同时邀请李
伯谦、王巍、刘绪、雷兴山、赵辉等全
国知名专家学者走进“天中讲坛”大
型公益性文化讲座，生动传播文物蕴
含的文化精髓。

厚重文化为郑州“培根铸魂”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更是一个城市的灵
魂所在。

郑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不可移动文物近
万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3项，在全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二。

俯瞰古都大地，留存着距今 10万年的织机洞遗
址、1 万年的李家沟遗址、8000 多年的裴李岗遗址、
6800 多年的大河村遗址、5300 多年的双槐树遗址、
4100多年的王城岗遗址、3600多年的商城遗址……

2021 年 4 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从北京传
来：中国考古界最高奖项——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正式揭晓，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上榜。至此，郑
州已有15个项目获此殊荣，成为全国入选考古十大新
发现项目最多的城市。

让我们从一个个考古大发现中仰望郑州璀璨的历
史星空吧！走进老奶奶庙遗址，你可探寻东亚人类起
源；漫步裴李岗遗址，你可追溯农耕文明之源；探访西
山古城遗址，你可领略我国发现最早的雏形城市；来到
巩义双槐树遗址，你可寻找早期国家起源。穿过历史
云烟，你还可将王城岗遗址、郑州商代都城遗址、郑韩
故城等遗址串珠成链，徐徐展开中华历史车轮滚滚向
前的壮美画卷。

核心提示

80008000年年裴李岗文化圣火生生不息裴李岗文化圣火生生不息

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碧草如茵，风景如画。

巩义双槐树遗址被考古专家誉为巩义双槐树遗址被考古专家誉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6月11日，由郑州市文物局驻裴李岗村工作专班主办的“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在新郑市举行。

盛夏时节盛夏时节，，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走进考古遗址项目工地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走进考古遗址项目工地，，
感受厚重文化感受厚重文化。。

亘古以来，古都郑州孕育了连
绵不断、传承有序的华夏文明，也
留下了分布密集、价值珍贵的文物
宝藏。如何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
遗产“活”起来？

盛夏之夜，走进郑州苑陵故
城遗址公园，只见秦汉风格的阙
楼气势恢宏，流光溢彩。夜幕下，
不少前来纳凉的市民漫步休闲步
道，谈古论今，兴趣盎然，与古老
历史遗迹共同构成现代生活中的
和谐一景。

“你看，这城墙的纵剖面断面
清晰展示着各个时期的夯土层，从
商代、战国，再到近代，折射出历史
的厚重与沧桑。”夏日的郑州商都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树丛生、碧

草如茵、小鸟啾啁，一派清幽静美
景象。玄鸟广场、青铜之光广场、
汉白玉文化墙、家训长廊、文化雕
塑等分布其间，让人们在游玩中触
摸商都历史，感知厚重文化。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古今辉
映。一个个融历史文化与优美风
光为一体的遗址生态公园成为人
们休闲游乐的好去处。不少市民
告诉记者，近几年，郑州越来越多
遗址生态公园建成开放，让大家在
欣赏美丽风景的同时，领略古都郑
州的厚重历史，感受辉煌灿烂的黄
河文明。

自 2017 年以来，郑州市全面
开展生态保遗工程，加快推进古遗
址 保 护 利 用 与 城 市 发 展 共 荣 共

生。据郑州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
长任伟介绍，生态保遗项目选址依
托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内涵丰
富，独具郑州特色；项目资金坚持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原则，用足
用好支持政策，积极吸引社会力量
参与，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社会
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方式。项目
设计与建设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基
础上，充分考虑土地、规划、群众生
活、后期管理等多重因素，最大限
度地发挥遗址生态文化公园传承
文化、服务社会、优化环境、带动发
展的积极作用。

“郑州实施生态保遗工程实现
了历史、生态、生活的有机结合。”著
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发出由衷感叹。

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活”起来

2021年9月30日，“微观之作——英国 V&A 博物馆馆藏吉尔伯特
精品展”在郑州博物馆开幕，吸引众多市民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