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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这一趟，举世瞩目的河北雄安新
区，古韵厚重的天津，焕然一新的北京城市副中
心，总书记用 3天时间深入考察，并主持召开京
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

这一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过去的 5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处于谋思路、打基础、寻
突破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上
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需要下更大
气力推进工作。”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
瓣瓣同心。”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意味深长。

九载光阴，春华秋实。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京

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这方热土日新月异，交
出亮眼成绩单——

2022 年北京、天津、河北经济总量突破 10
万亿元，区域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
蹄疾步稳。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地区实现进出口
1.23万亿元，同比增长9.3％。

北京向外疏解与内部重组相互促进的发展格
局加快完善。雄安新区建设全面提速，起步区“四
横十纵”骨干路网全面开工，启动区“三横四纵”骨
干路网具备通车条件；白洋淀水质总体达到 III类
标准，森林覆盖率达34％。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
建设，行政办公区二期进入施工收尾阶段，城市副
中心三大文化公共建筑主体工程完工。

2022 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超四成；天津滨海新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
设迈出新步伐，集装箱航线总数达到 140条；张
家口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可再生能源示范区
建设深入推进，2022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
破2600万千瓦……

不凡的起笔，宏伟的篇章。
2023 年 5月之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大

判断：“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
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二）紧紧抓住“牛鼻子”
“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

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牛鼻子”。

2014年 2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
察，第一站就是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近 1个半小时的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观看
介绍北京建城史、建都史和北京城市变化情况的
专题片，认真了解北京地理环境、规划布局、功能
定位、发展变化等情况。

“总书记问得很细，对于人口过多、交通拥
堵、房价高涨、生态环境严峻等首都发展存在的
问题，都十分关心。”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原常务副
馆长赵莉对当时情景记忆犹新。

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北京发展和管
理工作提出 5点要求，明确“调整疏解非首都核
心功能”的大思路。

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来擘画，跳出“一城
一地”得失来思考，这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

2016年 5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有关情况汇报。总书
记提出全新的战略构想——“建设北京城市副中
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

“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
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

如何精准破题、科学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都作出过形象、透

彻阐释——
“着力点和出发点，就是动一动外科手术，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序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

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
津去”……

触及深层次矛盾，要更加讲究方式方法。
2019年 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座谈会上深刻解析“疏解”一词，“疏解是双
向发力”“雄安新区是外向发力；北京是内向调
整，优化核心功能，把‘白菜心’做好”。

北京向南100多公里，河北雄安新区。
夏日阳光下，白洋淀波光潋滟，“千年秀林”

苍翠茂盛，启动区核心地段塔吊林立，各项建设
正在加紧推进。

2023年 5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
区考察期间，来到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项目建
设现场，看沙盘、登平台，察看建设工地，了解启
动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及重点疏解项目规划建
设进展情况。

“着力打造一个没有‘城市病’的未来之城，
真正把高标准的城市规划蓝图变为高质量的城
市发展现实画卷。”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叮嘱。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在每个重大节点、每个重大问题上及时把关定向。

6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河北省安新
县实地察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貌，主持召开座谈
会，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

4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赴雄安新区考察，
强调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
求，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牢记嘱托，始终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历经 6
年规划建设，如今，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正在向
我们走来：

城乡空间格局清晰明朗，城市和建筑风貌设
计稳步推进，城市外围道路框架、内部骨干路网、
生态廊道、新区水系“四大体系”贯通全域，城市
功能不断完善，城市框架全面拉开。

当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

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

“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善作善

成，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总书

记的最新重要要求，让这座“未来之城”更加令人

期待。

优化重组北京功能布局，建设北京城市副中

心，是北京发展的另一翼。

立夏刚过，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一个个

重大项目加速推进，众多标志性工程投入使用，

一座新城呼之欲出。

2017年 2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

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现场指挥部，察看规

划沙盘，观看视频短片，了解副中心建设理念、目

标定位、文化保护等情况。

“规划、建设、管理都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

高水平，落实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

点定位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当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北京城市

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座谈会，进一步

明确思路：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

的‘牛鼻子’，在这个问题上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围绕迁得出去、落得下来，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形

成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

千年古都，正在蝶变。
非首都功能疏解初见成效。2014年以来，

北京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约 3000家、疏解提升
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近 1000个。8家央
企总部迁出北京并在京外落户建设，首批4所疏

解高校、2家疏解医院确定选址。2022年全市常
住人口降至2184.3万人。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2019年
以来，北京市级机关 1.7万人迁至城市副中心办
公，一批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和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逐步建成，北京学校、友谊医
院通州院区等陆续投入使用……

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催人奋进：“要推动北京‘新两翼’建设取得
更大突破。”

（三）向改革创新要动力
“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
蹴而就，需要在若干领域率先突破。

2021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河北考
察，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
工作汇报会，强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在交
通、环境、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取得更多成果。

天安门正南46公里处。
初夏时节，走进地跨京冀的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临空经济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综合保税
区（一期）正式运营，保税仓储物流中心、多式联
运库等投入使用，一批产业项目有序建设……

3年多前，2019年 9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时提出要求：“大兴
国际机场是首都的重大标志性工程，是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骨干工程。京津冀三地要抓住机
遇加强协同合作，加快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

如今，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大兴国际
机场全面复航，人流物流加速回暖。

“每天都有货车装载航空器材运抵位于大兴
机场综保区的仓库。”富来特（北京）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东旭说，“我们主要为国外
航空公司的飞机维修提供保障，近期订单增加，
正与天津的公司洽谈物流合作。”

从“两翼”齐飞，到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个
重点领域全面提升，协同空间不断扩展，体制机
制深刻变化，项目合作更加多元，京津冀协同发
展迈出坚实步伐。

——交通一体化建设有序推进，“轨道上的
京津冀”加速成型。

京张高铁、京雄城际铁路、京唐城际铁路、京
滨城际铁路开通运营，津兴城际铁路、北京城际
铁路联络线一期工程全面提速。京昆、京台、京
秦等9条高速公路相继建成。

如今，京津雄核心区半小时通达、京津冀主
要城市 1至 1.5 小时交通圈加速形成，群众出行
更加便捷。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成效彰显，“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北京通州，大运河漕运码头。碧波之上，风
光旖旎。

2019年 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走入北京
城市副中心。看到昔日的东方化工厂变为“城市
绿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战略留白”“绿
色留白”。

“华北绿宝石”塞罕坝，林海滴翠，绿意盎然。
2021年 8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塞罕

坝机械林场，深情寄语：“共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
好，把绿色经济发展好，把生态文明建设好！”

向着美丽中国愿景持续努力。如今，京津冀
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进一步提质，由“持续向好”向

“蓝天常现”转变。
2022年京津冀地区细颗粒物（PM2.5）年均

浓度降至 37微克/立方米，与 2013 年相比下降
超60％，京津冀地区地表水 I－III类水质断面比
例从 2013年的 45.1％上升到 2022年的 77.5％，
永定河26年来首次实现全线通水。

——产业链、创新链合作逐步深化，“梯次联

动、优势互补”加快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说“捡到筐里都是

菜”，一体化发展不能仅仅是空间转移，要借此机

会转型升级、更新换代。

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两大创新基地

的碰撞，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2019年 1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天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他强调，要深化科技园区

体制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在京科

技服务资源到园区投资或业务延伸，促进京津两

市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几年间，天津滨海新区卡雷尔机器人技术有

限公司创始人尹利见证企业一步步发展。

“企业诞生于北京，成长在天津，两地优势互

补，发展空间广阔。”尹利说，产品由北京研发设

计，在天津或河北的基地制造总装，不仅降低运营

成本，还享受叠加优惠政策，让企业能专注研发。

如今，京津冀“梯次联动、优势互补”的创新

链、产业链正在形成。在津冀两地，中关村企业

累计设立分支机构 9000多家，北京流向津冀技

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超 2100亿元，产业合作迈出

新气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2019年 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指出。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协

同发展带来的不仅是交通便利、产值跃升，更是

人民群众满满的幸福感。

4月 2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

来就诊的河北邢台患者王利群持外地医保卡即

时结算，享受到“一卡通行”看病的便利。

如今，三地推进医疗机构之间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无需做重复的化验检查，异地就医“一卡通

行”……种种举措，极大方便群众异地就医。

9年来，京津冀深度推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均衡配置，不断释放民生红利：

看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完善均等化公

共就业服务制度，京津冀失业人员可在区域内任

一地点进行失业登记，平等享受公共就业服务。

看教育。京津与河北省基础教育交流项目

已超过 500个，1000多名中小学骨干校长教师

赴京挂职学习。京冀两地探索开展中职阶段在

河北培养、高职阶段在北京培养的“3＋2”模式。

看政务。去年 6月，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

务中心增设“云窗口”，需要办理相关事项的企

业、群众，可以和天津、河北的多地工作人员实时

视频连线，远程预审材料……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到增进

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2023年 5月 1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共享发展成

果，保障和改善民生，京津冀协同发展彰显鲜明
的人民立场，这片古老又现代的土地幸福底色更
浓、成色更足。

（四）不断迈上新台阶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
区、示范区。”

在雄安新区，深入高铁站、社区、建设工地
等；在沧州，走进麦田仔细察看小麦长势，来到黄
骅港煤炭港区码头了解河北省港口整合发展等
情况；在石家庄，了解企业研发生产和当地推动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情况……此次考察之行中，
习近平总书记看得细、问得深。

“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增强抓机遇、应挑
战、化危机、育先机的能力，统筹发展和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蓝图落地，尤须致广大而尽精微。
始终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深入推进高

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京津冀协同发
展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

坚持创新驱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调研时多次

强调的关键词——“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合作重点”“要强化协同创新
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

优势联合的“加法”，腾笼换鸟的“减法”，都
蕴含着创新密码，体现破除思维定式的魄力。

走进位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的新动力金融
科技中心，迎面而来的迎宾机器人向来客热情打
招呼。这座宽敞明亮、充满未来感的大厦，几年
前还是动物园批发市场，现在正转型为国家级金
融科技示范区。

“目前示范区内的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
机构总数已超过200家，积极营造金融科技产业
发展的蓬勃氛围。”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运营团
队负责人李倩说。

坚持绿色发展，探索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
路径——

“‘千年大计’，就要从‘千年秀林’开始，努力
接续展开蓝绿交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画
卷。”2019年 1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
区考察时指出。

如今，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党委副书记彭
旭更对总书记讲话的理解日益深刻。

先植绿、后建城。从 2017 年 11 月 13 日栽
下第一棵苗木开始，目前，雄安新区“千年秀林”
已有47万多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34％。

走进建设中的启动区，贯穿南北的中央绿谷
和东部溪谷碧波荡漾，两岸景观带展露雏形。彭

旭更说，在“寸土寸金”的启动区建设生态“双

谷”，使“港站城淀”融为一体，为城市增添生态魅

力和自然灵性。

“要持续抓好北方防沙带等生态保护和修复

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等重

大生态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作出新部署。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释放高质量发展新活

力——

4月6日 8时，天津港码头。

载箱量超 24000箱的“现代哥本哈根”轮缓

缓靠泊，智能指泊系统指挥岸桥精准落位，快速

作业。当晚，这艘货轮又从天津港出发，驶往欧

洲主要港口。一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超大船型

集装箱货轮新航线正式开通。

渤海湾畔新潮涌。习近平总书记 2019年 1

月 17日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志在万里，努力

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总书记的话一直激励着我们。”想起4年多

前的一幕，天津港集团董事长褚斌依然振奋。

2021年，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

2000万标箱，2022年突破 2100万标箱；与河北

港口合作打造环渤海内支线“天天班”服务，开通

与北京平谷之间的海铁联运，设立北京区域总部

和雄安新区服务中心……

5月 12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

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

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之际，恰逢动能转

换的历史机遇期。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大潮，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清晰而坚
定：“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
行区、示范区。”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纪事

登封篇
系列报道

古 今
（上接一版）城阙、墓道阙和祠庙阙。其中，宫阙、城阙目前
已经看不到了，墓道阙只存极少数墓阙的夯土台基；祠庙
阙全国现存34处阙，其中墓阙28处、祠庙阙6处。而登封
境内的太室阙、启母阙和少室阙，是中国境内仅存的三处
完整的庙阙。

从阙的作用来看，有区别尊卑贵贱，悬挂典章，料敌观
阵，登高望远，明地理、辨方位等作用。“阙是作为中国古代
的礼制建筑出现的，无论是哪种阙，都严格遵循中轴对称、
坐北朝南的形制，或者说宫阙、城阙都处在宫、城东西南北
向的轴线之上。”朱建平表示，找到了阙的位置，就等于找
到了宫、城、墓地、庙宇的延伸方位，为考古学提供证据。

记者探访汉三阙发现，从保存状况来看，太室阙重在建
筑形制，少室阙重在石刻画像，而启母阙重在文字，整体上
汉三阙是研究中国东汉社会形态的珍贵史料。

太室阙位于中岳庙正南，是中岳庙整个中轴线的南起
点，阙身高3.96米，两阙间距6.75米，均有阙顶、阙身、阙基
组成，是中岳庙1900年前的象征性大门。

阙上尚有“四灵图”、马戏图等多幅石刻图像，反映了汉
代的社会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对研究当时的社会
文化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太室阙除了在书法、雕刻绘画、
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礼制、礼仪等方面的意义外，也以其
较为完整的形制保留，给今天的我们研究唐代以前的木构
建筑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标本。”朱建平表示，中国现存最
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均为唐代建筑，那么唐代以前的木构建
筑是什么样呢？汉太室阙的阙顶是石质仿木建筑，其上的
屋脊、檐椽、瓦拢、瓦当的做法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少室阙作为少室山庙的神道阙，位于少室山东麓。根
据阙铭风格，尤其是“颍川太守朱宠”的题名，证明和太室阙

的创建年代相去不远，且和启母阙基本一致。少室阙东阙
通高3.37米，西阙3.75米，间距7.60米，阙上保留有各类雕
刻画像70余幅，是中岳汉三阙中，图画质量最好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内容丰富的石刻画像中，比翼鸟、羽
人图等栩栩如生，马戏图、车马出行图、龙虎图、鱼鹳啄鱼
图、蹴鞠图、进谒拜会图、鸟儿哺雏图、双凤图、斗兽图、斗
鸡图、搏击图、双鹿图、驯象图等令人眼花缭乱。而还有一
幅燕子相向而飞、上部却有一龙的画像令人印象深刻。“燕
子是商的图腾，而龙是禹后夏族的图腾，这幅画代表了商
和夏族的关系。”朱建平回答了记者的疑问。

来到启母庙前的启母阙，西阙现高 3.17米，东阙现高
3.18米，阙门间距6.80米，整体结构和太室阙相同。

启母阙在历代金石汇编中均以其上的汉代铭文为
重。铭文有两部分：一是由公元 123年，时任颍川郡主簿
的堂谿协书写的总计 372字的启母阙铭，表现了汉代人们
对大禹治水的崇高评价和敬仰之情，是对4000多年前“大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一次真实的信息传递；第二部
分的铭文是公元175年，时任五官中郎将的堂谿典书写的
请雨铭，字体为隶书。值得一提的是，堂谿典是堂谿协的
儿子，父子二人俱是书法名家。

除了这两段铭文外，启母阙上尚保留石刻图画 60余
幅，其中比较特殊的有蹴鞠图、猎兔、果下马、幻术等，尤其
是蹴鞠图为足球起源于中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两千年时光荏苒，汉三阙犹如历史深处的照相馆，记
录着那个时代活色生香的社会百态。当年画像上的蹴鞠、
羽人、车马等，已化身当前人们生活的足球、宇航员、汽
车……令人感慨，汉三阙上的多彩世界，仍延续在我们当
下的生活之中。

全国前三位是他们
（上接一版）如今的焦盖烧饼一改只能现做现吃的
短板，延长了食用“寿命”，还能装箱“远走他乡”。
这对推动众多当地人员就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并荣膺登封市十大文化符号之一。

不仅如此，石道牛肉、景店小米、君召香菇、告
成红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登封牌”土特
产，正在悄然“进城”，走进超市，摆在餐桌上，让更
多的城市居民享受到了“山珍”美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位于嵩山南麓的登封，
总面积 1217 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山地丘陵为主，
围绕现有农业资源进行综合开发，登封统筹乡村
生产空间,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做好“土文
章”：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坚持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努力推进农业生
产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市场化建设，提升农
业综合效益。

“我们这里的香菇菇质硬、营养丰富，已经得
到市场的认可，每年仅销往郑州、洛阳两地香菇产
品就达 200万斤，干菇还远销广州！”登封市君召
乡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整合8个贫困村的财政扶
贫资金，建设香菇种植大棚135座，将金融扶贫与
产业发展有机结合，采取“户贷+基地+公司”的托
管经营模式，君召乡大力推进香菇种植，并与相关
机构合作，进一步拉长食用菌产业链条，使产业发
展更趋科学化。

君召香菇美名远扬，毗邻的石道乡也在中药

材上“大做文章”，着力打造万亩中药材种植基
地。去年已在邵窑、范窑、许韩、术村、上窝等 12
个村发展种植了5000余亩中药材基地，群众当年
就有了较高的收益。今年，该乡已在各村进行大
范围推广，并积极推行“公司+合作社+种植大
户+农户”合作模式，探索庭院种植、“粮药套种”

“林药套种”，实现"统一供种、统一育苗、统一管
理、统一回收、统一品牌"，提高中草药产业抗风险
能力，打造石道中草药品牌。

因地制宜，多面开花，登封市以“三品一标”认
证为抓手，以区域化品牌化建设推动标准化生
产。目前共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37个，其中

“登封芥菜”和“茶亭沟红薯”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无公害农产品 15家，绿色食品 9家 13个品
种，获证农产品占市域内食用农产品生产面积总
量比重达 32.5%。已注册农产品商标 50余个，打
造颍河源葡萄、嵩奥梨、绿宝红薯、康润蔬菜、宝融
农业等多个绿色标志产品和农业知名品牌，全力
提升登封市农产品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当前，登封市已全面吹响乡村全面振兴冲锋
号，立足山区丘陵和生态优势，大力发展高山生态
种植、特色养殖，推进农业与工业、文化旅游的融
合发展。”登封市农委负责人表示，力争全市特色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80%以上、文旅纪念品种
类超过 70种，在不久的将来，登封“土特产”完全

“有料”变成市民“伴手礼”、游客“抢手货”，成为登
封文旅之外的另一种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土特产”成“伴手礼”倍有面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