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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多次组织

召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系列交流研讨视频

会议。

1 月下旬，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传承

发展黄河文化，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统筹推

进黄河、大运河、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作为黄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举措，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频频进入人们视野。

生态廊道托举美丽明珠

黄河自三门峡进入河南境内，流势渐缓，由

奔腾变平静，描绘出“黄河明珠”美丽的一笔。

在三门峡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后地村

天鹅湾，8000余只体态婀娜的白天鹅，或翱翔于

碧空之上，或悠闲自在地徜徉在水面上，或优雅

地梳理洁白的羽毛。游客在新修的沿黄生态廊

道赏雪看天鹅，拍照片、录视频，这里俨然成了

“网红打卡地”。

如此美景，正是得益于三门峡实施的“百千

万”工程，即建设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完善千里

城市交通道路沿线绿化美化、完成万亩矿山修

复。其中，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工程总投资 40 亿

元，总长度 190公里，分 3期建设。目前，一期道

路施工和景观绿化已基本完成。

今年1月，河南省省长尹弘在河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时指出，河南要突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强调要按照黄河流域中游“治山”、

下游“治滩”、受水区“织网”的思路，分区分段、

因地制宜推进流域生态建设。实施山水林田湖

草沙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推进沿黄生态廊道建

设，率先实现郑汴洛段全线贯通。

开封自古水系发达，素有北方水城之称。

近年来，当地践行新发展理念，修复沿黄生态廊

道，提出“打造北方水城、加快构建现代水生态

文明体系”的治水思路。

“以高标准规划建设沿黄生态廊道，全长 21

公里的示范带已初具规模；宋都古城保护与修

缮、宋都水系及汴河考古发掘等宋都古城项目

加快推进。”开封市第一黄河河务局局长潘佳良

介绍，开封将传统文化与自然景观结合，建设实

施了“十湖连通”工程。通过新修河道连通10个

市内主要湖泊，修复城市大生态，为市民创造优

良生活环境。

在郑州黄河滩地公园南裹头观景点，岸边

的芦苇随风摇曳，但见水面波光粼粼，静谧而辽

阔。郑州通过编制《郑州市沿黄生态廊道概念

性规划》，着力将黄河郑州段沿黄生态廊道打造

成“自然风光＋黄河文化＋慢生活”休闲体验

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廊。

“十三五”期间，河南提速沿黄生态廊道建

设，18 个沿黄生态廊道项目同步展开，郑州、开

封、洛阳、新乡、三门峡 5市 6个试点示范段基本

建成。完成120公里沿黄复合型生态廊道建设，

新增造林面积7万余亩。

文化地标映照厚重历史

以讲好仰韶文化故事为主线，占地 2400 亩

的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将于明年10月

在郑州面世。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博物馆、保护展示设

施、陈列展览、原始农作、公众体验设施等工

程。”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胡继忠介绍，该公

园一方面要做好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特

别是做好文物遗产的本体保护展示；另一方面

要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通过景观绿化和生

态修复，展示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中下游交界

地带的生态环境。

黄河流域河南段有许多重大项目正加紧建

设，处处涌动着抢抓机遇促发展的热潮。处于

黄河文化“心脏”地带的河南，希望推动黄河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构筑全国重要

的文化高地。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揭开面纱，“最早的

中国”吸引世人目光；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纪念

活动火热隆重；双槐树遗址面世……中原大地

上每一项奇迹、每一个精彩都浸透着黄河文化

的滋养。

临黄河而知中国。想要了解黄河的“前世

今生”，感受、感知黄河文化魅力，郑州黄河国家

地质公园是重要窗口。如今，这里发生了不小

的变化，黄河国家地质公园所在的郑州市黄河

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已正式更名为郑州

黄河文化公园管理委员会。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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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管理委员会主任雒国栋说，园区更名以来，投资

1.3 亿余元完成了郑州邙山水源地周边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大禹山基础设施改造和环境提升

项目等，目前已绿化荒山8000余亩，森林覆盖率

达90%以上。

郑州、开封、洛阳曾作为黄河历史文化主地

标城市，正加快推进黄河天下文化综合体、黄河

悬河文化展示馆、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展示中心等项目建设，为展示“三座城、三百

里、三千年”历史文化提供了现实载体，构筑起

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

主动担当绘制发展蓝图

在黄河滋养的这片中原沃土上，文字在这

里出现，儒家思想在这里发展，道家经典在这里

著述，圣哲先贤在这里渔樵耕读、著书立说……

甲骨文、太极、龙门石窟等世界级文化名片更是

遍布河南各地。

在开封“黄河台”，50 多年树龄的泡桐被当

地百姓称为“福桐”。它见证着黄河岸边百姓来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长期以来，说起黄河文化，

都觉得需要仰视而后见，沉重有余、高大有余，

亲切不足，不自觉地背起了包袱。”河南科技大

学教授薛瑞泽说。

当前，河南正不断找寻传统文化和当代社

会生活之间的契合点，为静态的文化遗址注入

非遗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元素，将古与今、旧与

新、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让传统文化有了新时

代的烟火气、人情味。

洛阳老城东南角，夜幕下的洛邑古城灯火

璀璨、游人如织。文峰塔城市书房内，游人细读

《黄河史话》。开封东护城河边，水面波光潋滟，

不远处就是古朴的明清城墙……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黄河文化在河南

孕育发展，具有根源性、主干性、延续性、融合

性四大显著特征。”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姜继鼎表示，河南将积极推进河南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规划编制工作，同步推进黄河国家博物

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等重大工

程建设。

河南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

已陆续启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编制前期工

作，初步谋划开封宋都古城文旅融合区等 15 个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先行区。

今天的河南，正主动承担起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使命，推进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把黄河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新时代河南“黄河故事”的美

好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的大幕已经开启的大幕已经开启。。其中位于其中位于

河南段的沿黄生态廊道河南段的沿黄生态廊道、、历历

史文化遗址史文化遗址、、地质公园地质公园、、博物博物

馆馆、、文化中心等一大批新建文化中心等一大批新建、、

改建项目正在中原大地铺展改建项目正在中原大地铺展

开来开来。。

河南的黄河文物资源除

了可放于博物馆展陈的可移

动文物外，更涉及大量的不可

移动文物，例如古建筑、石窟

寺、石刻、文化遗址等。在黄

河文化资源方面，还涉及民俗

民风、文学创作、音乐歌曲等

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

需要对文物和文化资源进行

系统科学的梳理与整合，从而

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

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因此，在推进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要加

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黄河文

化，让静止的历史文物讲述

生动的“黄河故事”，让久远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生机

活力。

当然，也要清楚地认识

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正是为了让美丽的泱

泱大河哺育人民，因而必须坚持做好生态保护

工作。

完善“一带三屏三廊多点”生态保护格局；打

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确保黄河防洪安全、

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在一系列传承和弘扬黄

河文化资源的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河南各地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擦亮高质量发展底

色，为更好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真真切切

地把生态保护工作抓在手里。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

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

族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随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建设加速

推进以及更多政策的出台实施，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定会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金

色名片。

保
护
好
文
化
和
生
态
两
类
资
源

杨
子
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过去一年，体育产业一

度被迫按下“暂停键”，但

也迎来求新求变的转折

点。业内人士指出，“十四

五”时期，我国竞赛表演

业、智能体育等领域大有

可为，体育产业未来值得

期待。

体育消费空间广阔

近日，围绕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十四

五”体育产业发展蓝图，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经济司司长刘扶民表示，竞赛表演业依然

是体育产业发展的一项重点。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

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明

确，到2025年，体育竞赛表演产业总规模达

到2万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

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我国体育竞赛

表演活动的总产出为 308.5 亿元。我国体

育竞赛表演产业仍有不小提升空间。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举办一系列国

际顶级赛事。这意味着我国体育场馆等硬

件基础设施将进一步夯实。”刘扶民说。

赛事作为体育产业链上游，能够直接

辐射影响下游的体育培训、体育用品等服

务业和制造业，并间接影响旅游、娱乐等周

边产业。业内专家表示，疫情防控常态化

之下，随着民众运动热情逐步复苏，健身热

有望进一步带动消费热。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执

行院长鲍明晓指出，当前我国居民体育消

费的总量在 1.5 万亿元至 1.8 万亿元之间。

但在体育消费结构中，75%左右来自体育用

品装备消费，而体育服务消费占比不够高，

这 意 味 着 我 国 居 民 体 育 消 费 增 长 空 间

广阔。

数字化转型提升档次

疫情期间，线上线下互动参与体育，成

为健身活动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尤其是

直播健身、网络赛事、在线培训、线上销售

等体育产业新模式发展迅猛。刘扶民介

绍，由国家体育总局与中体产业集团合作，

在抖音、快手上开展的3个居家健身活动和

赛事累计播放量已超过40亿次。京东去年

“双 11”数据显示，平台内瑜伽服饰成交额

增幅达 407%，普拉提器械成交额增幅达

368%，健身哑铃成交额增幅达134%。

随着数字技术对我国体育产业推动作

用日益突出，体育产业领域数字化为发展

新业态指出突破方向和路径实现的可能。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江小涓看

来，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和各种智能设备制造等技术及产业支撑

下，体育数字化将沿着“数字技术+产业”和

“传统产业+数字技术”两条路径快速发展，

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目前，我国体育装备制造业虽然规模

较大，但大多处于价

值链中低端。数字化

转型将加快提升体育

制造业技术和质量档

次。如消费者可自助

下单，选择个性化图

案印制在产品上；诸

如手环、眼镜等可穿

戴智能设备的生产，

也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江小涓说。

精心谋划挖掘潜力

记者注意到，多个地区近期公布的“十

四五”规划纲要或建议都提出体育产业未

来发展布局，以期更好发挥体育产业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如上海明确，

要全面推动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充分

挖掘时尚健身产业的消费潜力，建设一批

集体育健身和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都市运动中心；成都提出，坚持健康第一、

以体育人，深化体教融合，强化青少年身心

健康教育，构筑世界体育名城的未来基础。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体育产业的影

响，促进体育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开展促进体育消

费试点工作。2020 年，10 多个省份及相关

地市组织发放了体育消费券，财政资金投

入超过 9亿元，参与市场主体 5000多个，体

育消费人次超过 1100 万，拉动体育消费近

百亿元。

“十四五”时期，国家体育总局将发挥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先行先试作用，推动体

育消费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模式创新、产

品创新，用更便捷的方式引导广大民众扩

大体育消费。

体育产业“蛋糕”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春节将至，山东省枣庄市垎塔埠街道青檀安惠小区民间艺人

阚宗勤创作出以牛为主题的面塑作品《“百牛闹春”迎牛年》，为节

日增添喜庆气氛。 吉 喆（中经视觉）

“百牛闹春”迎牛年

中原大地奏响黄河新曲中原大地奏响黄河新曲
本报记者 杨子佩

本版责编 张 虎 李 静 美 编 高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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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济 源 拍 摄 的

“ 黄 河 三 峡 ”景

色。

新华社记者

郝 源摄

左图 白天

鹅在三门峡百里

黄河生态廊道的

一处湿地上空飞

翔。

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