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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场景新供给，文旅经济绽活力

“来郑州旅游，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了。”从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成为外地游客了解河南文
化的优选目的地，到随着城市更新拔地而起的
文化街区、文博场馆，无论是想领略中原地区的
悠久历史，还是去中央文化区听上一场演唱会，

“年轻郑、文化郑、国际郑、科技郑、服务郑”的全
新面貌，正在文旅融合的诗篇中闪亮登场。

在过去的一年，郑州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获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郑州记忆·1952 油化
厂旅游休闲街区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管
城郑州商都文化旅游区、中牟郑州海昌海洋公
园、巩义青龙山生态文化旅游区获评国家 4A
级景区。与此同时，城市更新的脚步也催生了
一批朝气蓬勃的文旅街区，利用城区老旧厂
房、老街区改造建成的二砂文创园、油化厂文
创园、阜民里等一批潮玩文创园区深受年轻游
客的喜爱。

夜幕降临，全新升级的如意龙湖·船说郑州
城市水上演艺让中原 5000年历史风华在光影
中流转；郑东新区银泰 inPARK将现代城市的
繁华点亮在水域之间，吸引许多旅行、摄影爱好
者在互联网上分享都市精彩，城市发展带来的
新场景不仅吸引游客前来，也促进了这座城市
文旅经济的发展。据了解，在过去的 2024年，
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1.7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039.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2%和 13.2%，接
待 入 境 游 过 夜 游 客 2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12.9%。

如今，利用5G、VR、AR等技术开发的文旅
数化新场景让“科技+文旅”变得“潮起来”，围绕

“诗词郑州”杜甫故里、“豫商文化”康百万庄园、
“根亲文化”黄帝故里等元素打造的品牌线路也
在通过研学旅游传递给下一代。与此同时，演
艺经济也在拉动“消费马车”快步前行，2024年
全市共举办 5000 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 47
场，票房收入 10 亿元，拉动社会消费 70 多亿
元。今年以来，李宗盛、华晨宇、王心凌、潘玮柏
等歌手也不断在郑州“开麦”，“演唱会+文旅”也
在为这座城市增添“年轻态”的活力色彩。

优服务提效能，文化惠民润人心

锣鼓铿锵、戏韵悠扬，一场经典豫
剧即将启幕全年的惠民演出。5月 7日
下午，在金水区天旺广场，2025年郑州
市“舞台艺术送基层”首场演出在此盛
大启幕，由郑州市戏剧艺术保护传承发
展中心倾力打造的《琵琶记》作为开幕
大戏，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免费欣
赏高水准艺术表演。

2024 年 郑 州 市“ 舞 台 艺 术 送 基
层”活动全年共计开展 480 场，由郑州
市戏剧艺术保护传承发展中心、郑州
歌舞艺术中心（郑州歌舞剧院）、郑州
市杂技团等 3 家市属国有文艺表演团
体承担演出任务，演出活动共惠及观

众 21 万余人次，精品剧目、优质展演
不断走向群众、匹配市场，文旅产业正
向惠民产业、幸福产业蝶变升级。

据了解，在过去的一年，市文广旅
局组织开展“中原舞蹁跹”广场舞大赛、

“唱响新时代”群众合唱大赛、“我的乡
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和“咱村有戏”
戏曲展演等文化活动，在全省比赛中获
奖作品数量和质量均领跑在前。“我和
国旗合个影”等国庆活动，覆盖公园、高
铁站，惠及群众超 10万人次，群众文化
服务融入生活逐渐成为常态。

精准、优质、树品牌……今年3月以
来，郑州“四季星光”市民艺术夜校通过

精准对接需求、尝试知识付费、强化品牌
建设等方式助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升
级；今年4月，第二十二届绿城读书节暨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在郑州图书馆掀起
了一场“阅读风潮”，市民们争相借阅，乐
享阅读，为“书香郑州”建设添砖加瓦；今
年 5月，郑州文化馆将“五韵雅集”搬进
三楼艺术展厅，市民群众在插花艺术、香
道品鉴、茶道体验中增添优雅与自信。
端午节当天，由郑州市非遗保护和文旅
文创融合发展中心举办的“盲盒探遗过
端午”让各类传统技艺集中亮相，参与者
在包粽子、品定胜糕、饮艾草茶等民俗环
节中感受传统文化的趣味多彩。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近年来，随着文化和旅游走
向深度融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
动文旅文创高质量发展逐渐成了全国
各地文旅吸引游客前来的“解题答
案”。作为拥有5300年文明史、3600
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天地
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的文旅融
合新画卷，早已在无声之中铺展开来。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本报记者 周甬 摄

强短剧塑品牌，天地之中景色新

“跟着微短剧，畅游全郑州”。2023
年以来，随着微短剧的快速发展，郑州
市凭借历史文化深厚、网络文学资源丰
富、区域交通便利、影视人才资源聚集
等诸多优势，成为全国短剧“三大重地”
之一。当前，“微短剧+文旅”已经成为
一种文旅融合新方式，展现着一座城市
的旅游资源与文化特色，千年古都的

“流光新韵”也在乘着微短
剧发展的东风，谱写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篇。

据 了 解 ，截 至 2024
年，全市微短剧市场规模

已达 23亿元，
比 2023 年 增

长 27.4%，

微短剧制作企业 820 多家，比 2023 年
增长 29.3%。共有 48部重点微短剧和
119部普通微短剧通过省广电以上部门
备案审查，3000 多部其他微短剧通过
网络视听平台备案审查。其中，《遇见
少林有功夫》成功入选国家广电总局推
优剧目，《所念皆山河》《我的爸爸是齐
天大圣》入选河南省重点扶持项目。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也是全市文旅融合转型升级再出发
之年。5 月 19 日至 2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
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
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
业。当前，全市正在加强历史文化名城
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叫响“天地之

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城市品牌形
象，在推动“中华儿女的寻根之地、中华
文明的朝圣之地、中华文化的体验之
地、国学教育的实践之地、现代文明的
创新创业创造之地”建设的同时，全力
打造具有中华特质、中原特点、时代特
征、世界特需的知名旅游目的地城市。

“文旅融合汇一脉，天地之中景色
新。”如今的郑州，既有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产，也有新场景、新业态组成的特
色旅游资源，少林寺、河南博物院、商
代都城遗址、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这些名扬全国的文旅目的地，正在摹
画一幅文旅融合的崭新画卷，相信这
里既有你寻找的“诗”，也会是你愿意
奔赴的“远方”。 本报记者 李居正

买文创看演艺，多彩非遗惹人迷

随着游客对优质文旅产品需求的
不断提升，旅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拍
照打卡”，体验特色文化，分享情绪价
值，成为当下许多游客的优选。当前，
位于郑州中牟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和
建业电影小镇正在以“文旅+演艺”激活
文旅消费。在建业电影小镇，沉浸式表
演《穿越德化街》对豫商历史进行艺术
化呈现，使中原文化在文旅演艺中完成
了生动表达。园区内还将评书表演、民
间杂技、古典戏法将文化节目搬上舞
台，非遗打铁花一旦开演，便成为压轴
节目，吸引游客围观。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则利用戏剧与
非遗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文旅体验。在

这里，21个剧场每日超 150场演出，新
剧《麦子啊麦子》《薛怀义》等作品以创
新叙事频频获赞；端午节期间，景区地
坑院非遗馆推出木版年画拓印、艾草香
囊等文创，具有节日氛围的消费场景吸
引了不少年轻客群。“没想到历史能这
么‘潮’！”来自武汉的 00后游客李雨桐
说，看完《薛怀义》想立刻去查史料，这
比课本有意思多了。

今年“五一”假期，银基国际旅游度
假区以创新场景、多元活动，吸引了大
批省外游客前来游玩。在体验经济浪
潮下，该景区推出的“动物朋友”系列文
创产品一度成为市场新宠，据记者了
解，仅“五一”假期，景区动物系列文创

冰淇淋销量超过两万支，文创商品销售
额同比增长 8%，许多游客在这里夜宿
露营、参与动物科普，享受人与自然的
奇妙邂逅。

与此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也在融入文旅融合的浪潮之
中。据悉，市文广旅局通过开展非遗点
亮计划，在特色街区、景区、民宿等文旅
场景引进非遗资源，建设非遗展示、展
演、研学空间，打造非遗品牌，拓展销售
渠道，形成以梦祥银、好想你、小苍娃等
知名企业为代表的非遗龙头企业，初步
构建了文化与商业相互融合的产业链，
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也让非遗融入
现代生活。

文旅融合 天地之中景色新

建业电影小镇非遗舞火龙
本报记者 李居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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