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8日 星期三
统筹：孙友文 编辑：潘登 美编：高磊 校对：亚丽A08-09 全国两会NEWS

践行总理报告精神 重塑郑州城市文化形象

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开启“加速度”

··热话题热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绿色中原
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说：“郑
州建设商都历史文化区，是传承历
史文脉、丰富城市文化元素、提升城
市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更是加快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推进国际商
都建设的重要举措。郑州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提升商都历史文化品位
是众望所归、万民所盼。”

他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
化是城市的灵魂。一座充满活力的
城市，必然拥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
色。目前，郑州市正在努力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那么，丰富城市内涵，
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就是扮靓城市
名片，塑造郑州新形象的必由之路。

宋丰强建议，应充分挖掘商城遗
址及周边区域的商文化内涵，将其打

造为河南商都文化创意旅游示范区，
形成具有地理性标志概念、具有示范
性文化传承创新的基地，并充分发挥
其区位、文化、资源、人才、科技、信息、
金融等综合优势，强化其在中原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中的集聚功能、创新功
能和引领功能，带动全省乃至周边地
区文化跨越发展，对助力郑州市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挖掘商都历史文化时不我待

传承华夏文脉 铸就城市之魂
全国人大代表及历史文化学者做客郑州融媒体会客厅，共话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

历史文化学者阎铁成说:“在不少人的印
象中，郑州似乎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历史文
化并不厚重。其实，这是对郑州的历史不够
了解。”

在阎铁成看来，郑州的历史辉煌灿烂，中
国最古老的村落在郑州，中国最古老的城池
在郑州。

他向嘉宾介绍了商都历史文化区的规
划。“商城遗址是郑州3600年连绵不断的城市
文明的重要见证，出土的青铜器等就是城市发
展的活化石。”建设商都历史文化区，发挥其
对郑州城市发展特殊的作用，价值巨大，也是
为郑州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和
国家中心城市奠定了重要文化载体支撑。

阎铁成说，去年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起
步区征迁正式启动，这意味着历时 10多年，
建设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战略构想，已进入
实质阶段。按规划，商都历史文化区分为起
步区、核心区和历史文化区三个层次。他期
待，商都历史文化区早日建成，成为古都郑州
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期待商都历史文化区成郑州文化名片

“郑州是一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发展
变化日新月异。”全国人大代表、宇华教育集
团董事长李光宇说，建设商都历史文化区意
义重大，其建成后将成为集文物古迹展示、历
史教育、考古文化等元素为一体的国家级遗
址公园和文物保护示范工程，而其中的郑州
商都博物院、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建成后，还

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值得点赞。
他认为，文化传承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担

当。而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离不开教育，文
化提升，走向世界更离不开教育。“我们的家
乡这么美，到处是古迹，到处是成语、诗情画
意，需要学会运用青少年易接受的教育方式，
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热爱传统文化。”

李光宇说：“商都历史文化区、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定位等有助于发挥郑
州及河南文化资源大省的优势，把中原丰富
的文化资源变为中原发展的文化动力和生产
力，整体上提高中原地区的文化软实力。”他
对郑州的未来充满信心，“再过十年，郑州有
望跻身国内十强城市。”

“建设商都历史文化区，传承弘
扬中原文化，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
商都历史文化资源，有助于提升郑
州及河南的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
民族凝聚力，打造文化创新发展
区。”全国人大代表，民进安阳市委
副主委、安阳市崔派艺术研究院院

长崔小田表示。
她认为，郑州、安阳都是古都，

同属中原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理
应承担起传承文化遗产的历史使
命，而商都历史文化区的建设，有助
于更好地传承中原文明。同时，她

建议，除了挖掘古老遗址的文化内
涵，还应发展像豫剧等传统表演艺
术、民俗、手工技艺等，进一步加大
对中原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
和开发、利用。全社会也应形成良
好的氛围，对此更加重视文化的传
承和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洛阳博物馆名
誉馆长、洛阳市文联副主席王绣表
示，郑州重头打造建设商都历史文
化区，有助于很好地保护和利用商
城遗址等珍贵的历史遗存，夯实郑

州作为古都的底气底蕴，让商都文
脉薪火相传。

王绣认为，商都历史文化区建
设是郑州市委、市政府着眼传承华
夏文脉，铸就城市之魂，支撑国际

商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统筹谋
划和点睛之笔。她对一个集历史、
文化、创意、艺术、科技等元素为一
体的世界商都文化创意旅游示范
区——商都历史文化区充满期待。

让商都文脉薪火相传4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文联
名誉主席、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凌解放（二月河）说，郑州作为省
会城市，在全省的地位举足轻重，
“郑州的文化遗产资源很丰富，郑
州商城遗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花大力气建设商都历史文化区，
会让郑州的城市文化更加厚重，
令人刮目相看”。

对历史文化研究很有心得的
凌解放表示，传承华夏历史文明需
要借鉴历史，紧跟时代步伐，不能与

现实生活脱节，这样才能更好地让
传统文化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注入深厚内涵。他希望文化及产业
的发展，要以当代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为中心，用好文化资源，把我们
真正的优秀文化传承下去。

传承华夏历史文明应紧跟时代步伐5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文化厅
厅长、党组书记杨丽萍说：“郑州历
史文化灿烂，在中心城区矗立着
3600年前的古老城墙，郑州存在着
丰富的文化遗存这些都是郑州城市
的宝贵财富。”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根，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在全国
都是相当重要的地位，按照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文化自信是最
广泛、最深远、最深厚的自信”，希望
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让宫殿里、田

间里的文物活起来。
杨丽萍建议，精心打造文化遗

产项目，将其作为城市的亮点，是建
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任务
之一，就是实施中华文化“走出
去”。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体系，让戏
曲、歌曲、功夫等走出去，作为文化
符号走向世界，通过文化的交融进
而促进我们文化的提升。

“我们还要秉承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觉，重点发展文化产业，建设重

大文化产业项目，发展壮大文化企
业，让中原文化长久流传。”她说，今
后，应让文化遗产保护走在新型城
镇化建设前，规划先行，让文化遗产
进入城乡建设规划的盘子，要像保
护自然资源那样保护好文化遗产，
建立重大文化遗产的立法进程，进
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让保护文物及
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打造“老家河
南”品牌，依托河南特色文化资源，
让中原文化更具影响力和吸引力。

文化遗存是郑州的宝贵财富6

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离不开教育

有助于提升郑州及河南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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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一隅（资料图片）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郑州
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传统文化极具特色、名人辈出
的历史文化名城，如何践行总理报告精神，彰显郑州这座城市
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呢？这一话题成为代表委员
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随着郑州“国际性交通枢纽”、
“国家中心城市”等标志的进一步
明确、城市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打
造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文化形象、点
亮郑州文化精神内核已迫在眉
睫。打造商都历史文化区、古荥大
运河文化区、二砂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二七“百年德化”红色文化区等

“郑州四大历史文化片区”，是保护

展示郑州的核心文化价值、塑造城
市文化新形象的有力依托和抓
手。其中，商都历史文化区更是其
中的重中之重。

可以说，“商都”是郑州这座城
市永远也无法抹去和忽视的文化
标识，是郑州灿烂文化最有说服力
的典型代表——“商都历史文化片
区”的建设，势在必行。

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是重中之重

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是郑州市
委、市政府着眼传承华夏文脉，铸就
城市之魂，支撑国际商都、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的统筹谋划和点睛之笔。

加大商城遗址保护开发力度，
使郑州市作为全国八大古都的底
气底蕴充分彰显，是几代郑州人的
夙愿，更是一项彪炳史册的宏伟工
程。管城回族区区委负责人表示，
尽管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面临规
划实施难度大、涉及人口多、征迁
安置成本高、土地房屋权属复杂、
改制企业遗留问题多等不利因素，
但管城区委区政府有信心有决心，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将

这一利国利民、影响深远的宏伟工
程谋划好、实施好、建设好。

市文物局负责人介绍，郑州商
都历史文化区文化遗产分布集中、
和谐共生，突出代表了商都历史文
化区建设的文化“资本”，是商都历
史文化区建设的文化之“源”、产业
之“根”。

经过前期努力，郑州商都历史
文化区已经具备整体利用的条
件。目前，文庙-城隍庙片区已初
具规模，商都博物院考古研究院两
院片区已启动建设，夕阳楼片区、
书院街片区、宫殿区遗址公园起步
区已具备实施条件。

2016年 8月 10日，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马懿主持召开历史文化
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专
题会议时强调，要传承历史文脉、
彰显城市文化、提升城市品质，科
学规划、精心组织、创新机制，以
各层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特色街
区、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努力把
郑州建设成为具有历史文脉、文
化内涵、时代气息的现代化城市，
为加快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步
伐、推进国际商都进程培育文化
灵魂。

2016年，郑州市委、市政府立足

国际商都建设，将加快商都历史文
化区建设列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新三
年行动计划的六项重点工作之一，
并成立了协调推进领导小组。

护其貌、铸其魂，商都历史文
化区建设开启“加速度”。四大历
史文化区的建设，不仅是落实河南
省第十次党代会‘加快构筑全国重
要的文化高地’战略部署和郑州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关于国际商都、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谋划的重要举措，
更是古都郑州长气质、树形象，还
古都居民应有的历史尊严和文化
自信的重大民生工程。

护其貌、铸其魂 建设开启“加速度”

经过前期努力 具备整体利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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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下午，春风拂面 暖意融融。北京河南大厦一楼的全国两会郑州融媒体新闻会客厅，来自文化、教育战线的
全国人大代表及历史文化学者等，进行了一场以“传承华夏文脉 铸就城市之魂”为题的对话，大家对于郑州建设商都历史
文化区的脉络更加清晰，信心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