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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文化之城，城市基因里蕴含了诗经文化、殷商文

化、民俗文化、儒商文化等多元文化，钟灵毓秀;

这座山水之城，城市气质里蕴藏着“中国诗河”淇河、

云梦山、大伾山等山川的旖旎风光，胜景如林；

这座创意之城，城市血脉里蕴养着非遗工坊、樱花季、

中原文博会、民俗文化节等特色符号，人文交融；

这座幸福之城，城市服务中蕴育了“市民夜校”、淇河

书屋及多个新型文化空间，活泼有趣……这里是鹤壁，无

数人心仪的诗和远方。

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逯永红介绍，2024 年，市文

广旅局聚焦省委“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和我市十有城市建

设，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叫响“诗画鹤壁·封神之

地”品牌，充分发挥文旅扩内需、促消费作用，为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示范城市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眼鹤壁，文韵千年！翻开鹤壁的长幅浩卷，

文化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动人篇章。

如 何 进 一 步 推 动 鹤 壁 优 质 文 化 资 源 出 圈 破

圈，实现“阅文化，看鹤壁”？

2024 年 ，我 市 提 出 十 有 城 市 建 设 要 求 ，明 晰

打造活泼有趣城市灵魂的思路。市文广旅局坚持

重点谋划、创意发力、精准落子，以一项项具体举

措挖掘文化竞争力、激扬文化活力，着力构筑活泼

有趣的城市灵魂。

塑造文化品牌，坚定文化自信——

看浚县，千年庙会声名远扬、社火之城引客无

数，这里有民俗文化“人间烟火”的璀璨，更有“儒

商鼻祖”文化根脉的厚重；看淇县，古都朝歌、封神

之地火热出圈，朝歌老街文旅演艺活动再现“朝歌

夜弦五十里”的盛世繁华；看淇滨区，淇水悠悠绕

城柔，更有“诗经九州”、淇水诗苑诠释“诗河”“史

河”“文化河”魅力；再看山城区记录着“千里跃进

大别山”的重要抉择、鹤山区传承着孙思邈大医精

诚的中医药文化……

文明绵延，在兹尤盛。市文广旅局着力打造

运河文化、殷商封神文化、诗经淇河文化、红色文

化、中医康养文化等文化地标、文化品牌，全面彰

显了鹤壁风采、鹤壁风貌、鹤壁风情。

提质公共文化，真正以文化城——

在市民夜校，“白天上班、晚上学艺”的新模式

广受欢迎，女子防身术、视频剪辑、插花、茶艺、陶

艺、器乐演奏、心理辅导等 20 余个门类的特色艺

术公益课堂场场爆满，惠及学员 5000 余人次，淇

县“青春π夜校”县、乡、村三级联动发力，让群众

文化生活更新潮、更有趣。

在芝麻官大舞台，被文旅部评为“新时代中国

戏剧（丑行）领军人才”的金不换带领弟子每周进

行一场公益演出。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 9 月，市

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搬迁至市艺术中心后，不仅

成功推出新版历史剧《许穆夫人》，还开展戏曲演

出近 20 场，服务群众 1.5 万余人次，在有效盘活国

有资产的同时为文化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

震 撼 的 音 效 、亮 丽 的 舞 台 、绚 烂 的 灯 光 ……

2025 鹤 壁 新 年 音 乐 会 给 现 场 观 众 带 来 了 极 致 的

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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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儿戏曲比赛、“戏曲村超”比赛、2024“发现鹤壁之

美”摄影短视频大赛、“淇水亲子故事乐园”品牌系

列赛事……60 余项文化活动，引万千百姓参与文

化输出，深刻感受活泼有趣的城市灵魂。

每逢周末，浚县古城千灯锦簇的街巷如梦似幻，美食集

市和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引人驻足流连，社火展演、古风舞

蹈演绎诠释的鹤壁故事让人印象深刻，青酒吧、云溪里等休

闲地引燃了古城青春热潮。

到淇县看《大商朝歌》《调师离位》实景演出；在淇滨区赏

淇河风景，徜徉于“诗经里”民宿集群；走进青莲书屋、“数”说

朝歌沉浸式体验展厅……在我市最新打造的 22 处新型公共

文化服务空间，众多游客被创意展示的特色文化深深吸引。

行走鹤城大地，人文交融，旅途浸润文化。这展现的是

市文广旅局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文化与产业、经济发

展与文化繁荣双向奔赴的生动成果。

高位擘画文旅强市蓝图——

全面实施《鹤壁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鹤壁市“十

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等，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

供政策支持。构建“一山两河五板块”发展格局，通过丰富文

旅业态、推进精品项目，打造国际化创意的产品体系，把人文

遗迹“串”起来，让历史文化“活”起来。

高标准打造文旅融合载体——

以创建淇河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抓手，围绕诗经文化、

淇河文化，推动生态淇河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带项目建设，让

城市活力休闲游出圈；以浚县古城 5A 级景区创建为抓手，将

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浚县古城文化、民俗文化等深度融

合，让古城文化体验游出彩；以塑造“朝歌文化”品牌 IP 为抓

手，依托朝歌文化园、云梦山、朝阳山等，展示商卫文化、鬼谷

子文化，让历史文化品味游出新；大力提升太行山“北斗七

星”、西部山区康养旅游品质，让乡村康养游出众。

因地制宜做好“文旅+”文章——

在抢抓旅游旺季机遇，推出“文旅优惠政策+特色文旅活

动”引客、留客的同时，围绕“文旅+百业”，积极培育“文旅+康

养”“文旅+体育”“文旅+演艺”“文旅+会展”等新业态、新模

式，举办民俗文化节、浪漫樱花季、中原文博会、秋游鹤壁红

叶观赏季等大型活动，推出“古城夜游”“朝歌风华”“读诗经

游诗河”“山居农耕康养”等沉浸式文旅产品，开发 5 条考古研

学、非遗研学体验旅游线路，让品读文化、夜游夜娱、山水露

营、研学康养、非遗体验、乡村采风、民宿度假等业态千帆竞

发；积极推出“引客入鹤”系列文旅促消费优惠政策，发行“鹤

壁旅游一卡通”，文旅经济活力迸发。

文化传承有路径，旅游发展有效益。2024 年，我市共接

待游客 2062.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49％；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79.87亿元，同比增长 170.20％。

春节申遗视频、申遗文本里均有鹤壁元素，向世界展示

了鹤壁非遗文化的华彩盛景。

考古遗址也可以“潮”成度假胜地。在辛村遗址研学基

地，鹤壁商卫文化文物主题游发展火热，一批批学子在这里

深入了解辛村遗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诗经文化的根源。

博物馆不仅仅展示文物，还有创意研学活动；景区不只

有生态风光，非遗文化也是亮丽风景；第二届“鹤壁礼物”文

创设计大赛激情开赛，从手机壳、钥匙链、冰箱贴，再到充满

创意的考古盲盒、国潮手办、精美饰品，在创意和文化的加持

下，鹤壁文创产品也在更好地讲活“鹤壁故事”。

2024 年，市文广旅局聚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

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更多文化遗产“保”起来、

“用”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扎实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完成辛村遗址保护规划

编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浚县）

二期、豫北文物整理基地部分主体建设等，成为全国石窟石

刻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两大中心之一、豫北文物整理研学的核

心区；全面落实“考古前置”，积极服务国道 107 京港线全市重

大项目建设；深入开展文物安全排查整治，文物安全工作连

续四年被省文物局通报表扬；积极推动辛村遗址持续发掘和

保护利用，因地制宜建设考古体验区，打造辛村遗址数字化

展厅，建成辛村遗址研学基地，开发创意研学课程，真正让文

物“活起来”，让历史“讲故事”，文物工作迈入全省先进行列。

做好非遗传承保护——

拓宽非遗展示渠道，依托大型展会、赛事、节日等积极开

展非遗展示活动，吸引国家主流媒体关注报道，社火、泥咕咕

等非遗项目先后参加“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展、第八届中国

非遗博览会等。拓宽非遗传承渠道，打造浚县杨玘屯村大师

工坊、上峪乡非遗小镇，建成非遗传习所 20 个、非遗展示馆 8

个、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2 个；开发泥咕咕、社火、剪纸等

非遗研学课程，编排推广“通背拳课间操”走进校园，开展非

遗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 300 余场；举办非遗助力乡村

振兴培训班及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技能大赛，实施非遗传承人

研修培训计划、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培训非遗传承人 200 余人

次，持续推进“非遗点亮计划”，让非遗成为助力乡村发展，激

活社区、校园文化基因的强劲动力。

在全市重点产业招商行动中，市文广旅局洽谈项

目 7 个、签约项目 6 个、包装重点招商项目 7 个、落地项

目 2 个。

在 浚 县 古 城 景 区 、云 梦 山 景 区 等 处 ，旅 游 基 础 设

施改造提升项目正在有序进行。

这一组组数据和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是市文广

旅局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抓手，推动我市文旅资源高层次开发和文旅产业规模

持续扩大的生动剪影。

2024 年 ，市文广旅局主动适应文旅发展新需求、

新要求、新变化，认真摸清我市文旅资源底数，理清文

旅产业链边界，建立文旅产业企业库，科学谋划推进

文旅项目，推动全市文旅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谋 划 推 进 重 大 文 旅 项 目 —— 谋 划 文 旅 领 域 大 规

模设备更新项目 62 个，总额 12.37 亿元；谋划新增国债

项目 33 个，总投资 52.4 亿元；谋划专项债项目 4 个，总

投 资 12 亿 元 ；谋 划 中 央 预 算 投 资 项 目 24 个 ，总 投 资

34.5 亿元；储备 2025 年文旅项目 21 个，资金总额 31 亿

元。第十一届中原文博会期间参加河南省文化产业

项目推介暨签约活动，推介文旅项目 1 个，投资额 1.5

亿元，签约文旅项目 5 个，总投资额 33.5 亿元。

品 牌 创 建 取 得 突 破 进 展 —— 国 字 品 牌 创 建 取 得

重大突破，编制《鹤壁市淇河生态旅游度假区总体规

划》；淇河生态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浚

县古城创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均以全省第二的成

绩推荐至文旅部；黎阳城文化旅游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价值评估通过省级评审（全省仅两个）。省级

文旅品牌创建出新彩，朝歌天街获评河南省级休闲旅

游街区，赵庄获评省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成功申报

2024 省级研学旅行奖补资金。

从鹤壁多个文旅宣传视频出圈出彩，到多场市外

文旅推介会引来游客开心畅游；从央视连续一周黄金

时段展示“诗经淇河，美丽鹤壁”主题视频，到北京地

铁、郑州东站和北京西站等处鹤壁文旅宣传吸引旅客

驻足观看，到鹤壁游子收到鹤壁文旅特产大礼包……

去年，市文广旅局聚焦全矩阵、重内容、展文韵、有温

度、年轻化等目标，持续开展宣传推广，让“诗画鹤壁”

魅力绽放，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走 出 去 引 客 来—— 分 别 赴 山 西 、山 东 、新 疆 开 展

“诗画鹤壁·封神之地”——诗经的故乡邀您来主题专

场推介会，先后到郑州、濮阳、石家庄等地召开淇县全

域旅游推介会，两次开展春游鹤壁“千车万人”踏青自

驾游活动，市文广旅局还结合季节和市场特点，及时

推出多条特色旅游线路，为旅游产业发展带来了源源

不断的流量，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网红”变“长红”——充分利用移动端、交互式等

新传播方式，依托主流媒体、鹤壁文旅达人团，以及鹤

壁文旅视频号、抖音号等载体，坚持移动优先、视频为

主，在文旅旺季，以及重要节会、重大赛事之际，推出

多个文图、短视频作品，同时以创意和青春化语言做

好文旅营销，把“云端流量”变成游客“留量”。

注重年轻化表达——创新开展“不一 YOUNG 的

鹤壁”2024 鹤壁文旅进高校宣传推介活动，活动期间

发布的 25 条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 20 万次；参加全省

“老家河南，青春登场”长三角推广活动，开展为鹤壁

游子寄送特产温情行动，鹤壁文旅抖音号日“增粉”千

余人次。这一系列青春化的推广活动，掀起“打卡鹤

壁”的热潮，不断推动鹤壁的城市气质朝着更加青春、

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鹤壁接续发力，“豫”见最美风景！乘着文旅融合

的东风，鹤壁文旅也擘画了新发展蓝图：2025 年，全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系统将坚持“更高站位、更大担当、更

实作风、更强干劲”，锚定省委“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和

我市十有城市建设，文旅兼顾、以文为主，围绕“以文润

城、以文化人、以文兴业”，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涵

养城市文化气质，深入推进文化品牌越擦越亮、文化传

承走深走实、产品业态出圈出彩、文旅消费升温升级，

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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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打造活泼有趣城市灵魂

优化文化产品、丰富多元业态
点燃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聚焦探源护脉、注重汲古润今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推进招商引资、坚持内外兼修
助力文旅产业转型升级

用好流量密码、创意宣传推广
持续提升鹤壁文旅影响力

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逯永红（左二）带队调

研景区安全生产工作。

在“市民夜校”，群众学习吹箫，感受艺术的魅力。 

本报记者 姬天宇 摄

“不一 YOUNG 的鹤壁”2024 鹤壁

文旅进高校宣传推介活动注重年轻化

表达。

朝霞映鹤城，美不胜收。  张玉琴 摄

鹤壁山清水秀，风景宜人。 王天海 摄

金不换及其弟子

通过芝麻官大舞台开

展精品文艺演出。

浚县正月社火表演精彩纷呈浚县正月社火表演精彩纷呈。。    马丽华马丽华  摄摄

淇 县 开 展 的

“封神”文化主题演

出尽显封神之地风

采。 张胜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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