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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
化的载体。 10 年来，周口文化产业
既讲好了周口的文化故事，又传递
了周口的文化声音，使文化空间成
为旅游消费的新场景，旅游空间成
为周口文化传播的新平台。 “周口
荷花”“周口杂技”“沙颍风光”等特
色品牌享誉全省乃至全国，“羲皇
古都 老子故里” 文旅名片成为周
口文化的独特标识，周口关帝庙景
区获批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淮阳
龙湖赏荷旅游月升格为省级节庆

活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周口源·
关帝庙文化旅游区、建业绿色基地

（运河古镇）、 周口野生动物世界、
淮阳海洋馆等一批文旅项目建成

运行，周口关帝庙民俗博物馆、周
口野生动物世界、 鹿邑上清湖明
道城等景区开展夜间游览 、 文艺
演出、餐饮娱乐等活动，年增游客
量 300 多万人次 ； 老子故里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工作全面启动 ，平
粮台考古遗址公园 、 时庄考古遗
址公园等一批文旅项目取得重大

进展。 此外，我市还积极发展乡村
旅游，打造、培育了淮阳区城关回
族镇、从庄行政村、新陆春天观光
园等多个省级特色生态旅游示范

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省级休
闲观光园区， 印象伏羲文化创意
产业园、 项城市南顿文化旅游片
区、 黄河国家公园老子故里文化
产业园、 西华龙池头乡村游红色
文化教育提升等文旅项目正加紧

谋划推进。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

出发。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路上，在建设“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征程中，让文化成为城
市发展的持续动力，让担当成为周
口时代最强音，以优异答卷喜迎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②2

文旅深度融合 灵秀周口愈发动人
□记者 黄佳

������古今中外， 文化自信都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

关于文化的作用，中国古人有独到
见解。

《论语》 记载了孔子的一句感慨：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
个“文”字，代表礼乐典章，也反映国家
风貌、社会风尚。 由此可见，好的文化，
可以推动国家繁荣、社会文明、治理有
序，产生强大的感召力。 作为中华文明
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周口历史文化弦歌
不绝。 伏羲文化、老子文化、农耕文化、
姓氏文化、陈楚文化、红色文化等优秀
历史文化……无一不为周口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埋下伏笔。

党的十八大以来，周口文化和旅游
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贯彻
省委、省政府 ，市委 、市政府的部署安
排，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掘利用好周口
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绘就了一幅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壮丽画卷。

������文化发展依靠人民， 文化成果惠
及人民。

2011 年， 周口市文化艺术中心落
成，它是集文化信息、陈列展示、图书
资料和培训交流等诸多内容于一体的

大型公益文化设施，由周口市博物馆、
周口市图书馆、周口市文化馆、周口市
美术馆和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组成。 它的投入使用，是“道德名
城、魅力周口”厚重文化底蕴的必然成
果和重要象征， 更为周口的经济社会
发展兴盛提供了支撑和条件， 在推进
文化艺术事业发展、 丰富市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 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
和幸福感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镇
（街道）综合文化站 179 个 、农家书屋
4864 个 、 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4122 个， 周口中心城区建成 8 座智慧
图书馆，每个县（市、区）均有文化馆、
图书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四级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每年举办舞台艺术送基层
2000 多场，“周末公益剧场”“周口市音
乐舞蹈大赛”“周口戏剧大赛”“周口市
小戏小品大赛” 等品牌活动已形成常
态。 近年来，我市先后举办中国书协第
四届隶书展、 何家英师生书画作品展、
中国美术馆黄泛区新歌———弘扬黄河

文化周口书画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
术院作品巡展、中国美协第六届全国架
上连环画展等“国字头”书画展，彰显了
周口书画大市的地位，向外界传递了周
口文化声音。

坚持文化惠民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显著提升

������翻看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力作，
多是对人民苦难的关注和对时代发

展的关切，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对人民充满了悲悯；
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 是对人民的冷暖无限
牵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激情讴
歌改革开放中的平凡人。

因此，只有汲取人民的力量，和
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文化想象力、创
造力、悲悯意识、公共情怀、文化责
任感、使命感，才能得以激发。

我市是全国闻名的戏剧之乡、
杂技之乡、书画之乡。党的十八大以
来尤其是近几年来， 我市大力实施
精品战略， 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心用
情抒写伟大时代， 将创作主题指向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
家乡， 创作了一批体现立足历史背
景、反映时代精神、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艺精品。

近年来， 全市创作优秀小戏小
品和音乐舞蹈作品 200 多个， 优秀
戏剧作品 30 多个，荣获国家、省级
优秀成果奖的文学精品 20 多部。在

历届 “河南省戏剧大赛”“河南省小
戏小品大赛”和“河南省音乐舞蹈大
赛”中均获得了优异成绩，连续 5 届
荣获省“五个一工程奖”。 越调《老
子》被评为全国十大戏剧精品之一；
市豫剧团的《山城母亲》获全国第十
一届戏剧大赛金奖；现代豫剧《口上
的女人》 在河南省第十三届戏剧大
赛上荣获“文华大奖”，创造了市级
院团在全省戏剧大赛中唯一荣获金

奖“五连冠”的奇迹。 太康道情两次
获得全国小戏小品大赛群星奖，小
戏《清洁工》参加第十八届全国“群
星奖”戏剧门类作品决赛，成为全国
入选的 20 部作品之一。

2021 年， 周口市文学艺术院、
周口市文学馆相继投入使用， 从此
周口再添一座文化新地标。 它的建
成是延续城市文脉、 流传文化基因
的拓荒之举，为“周口作家群”的崛
起再添新力。

“周口作家群”相继出版了《颍
河作家丛书》《绿地丛书》《周口作家
丛书》《周口文学六十年精品大系》
等多套书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周口作家共出版、发表长篇小说
500 多部， 中短篇小说 2000 多篇，
散文、报告文学 3000 多篇，诗歌万
余首， 书写出大量无愧于时代的优
秀作品。

作为著名的书画之乡， 周口现
有国家级书协美协会员 180 多人，
省级书协美协会员 2000 多人；是全
国四大书画集散地， 每年市县组织
各类书画大展上百场。

2020 年 12 月 26 日， 由中国美
术馆、中共周口市委、周口市人民政
府主办的 “黄泛区新歌———弘扬黄

河文化周口书画作品展” 在北京中
国美术馆举行， 书画作品惊艳了北
京城， 向外界表达了周口的文化声
音， 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周口的文艺工作者在深入三川

出彩的火热实践中， 把三川大地的
辉煌巨变编成舞蹈、诵成诗篇、绘在
纸上，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周口文艺
作品在全国和全省各类大赛中频频

折桂， 充分展现了周口文化的软实
力、影响力。

坚持繁荣创作 文艺精品佳作层出不穷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
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 要敬畏
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
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
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
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 ”今年 1 月 27 日，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世界文化遗产

山西平遥古城，就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
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物事业改
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在全国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

申报中，我市新增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5 处 ， 居全省前三位 。
2016 年河南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增加 18 处，2021 年河南省
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加 21
处。 国有博物馆增加 2 家，非国有
博物馆增加 3 家 。 淮阳平粮台遗
址和时庄遗址分别入选 2019 年度
和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 平粮台古城遗址入选国家文
物局 《大遗址保护利用 “十四五 ”
专项规划》“十四五”时期大遗址 ”
名单 ， 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

的粮食储备 、 统一管理和可能存
在的贡赋制度等 ， 提供了绝佳的
实物资料。

西华胡辣汤制作技艺、鹿邑老
子拜典被评为第五批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 ，“中原古韵———中国

（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涵盖
了省市级、国家级和联合国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届展演都吸
引全国十多个省份参加，上百万群
众前往观看，已成为河南省保留的
重大文化活动之一，被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列为重大文化

活动。

坚持保护为先 文化遗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坚持深化融合 文旅强市建设迈出关键步伐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