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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市民素质提升 巩义市充
分发挥文化活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
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将核心价
值观宣传有机融入各类会议、文艺演
出、民间活动、团体比赛的背景设置、
流程安排、宣传报道中，使群众文化活
动作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升市民素质的有力抓手。各镇
（街道）紧密结合实际，不断丰富拓宽
内容和形式，将音乐、戏曲、体育、舞蹈
等文化艺术融入群众生活，实现了“闲
有所乐”，市民群众的满意率、幸福指
数不断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广泛开
展，极大提升了巩义的品位与形象，增
强了广大干群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
觉，传播了文明理念，引领了社会风气
昂扬向上。

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 以群众文
化活动为带动，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
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学校将“弟子规”等优秀传统文
化作为课堂内容，文化大院里许多村
民在做健身操、唱百孝歌，文化墙上
的传统文化故事图文并茂，公园里大
型 LED显示屏播放着“巩义好人”的
故事，结合“我们的节日”举办各类群
众文化活动，使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
“软实力”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

设创业之都、宜居之城、幸福之家的强
大正能量。

带动了文化产业发展 为满足群
众文化需求，河洛镇积极指导偃月古
城景区将戏曲广场定义为百姓大舞
台，竹林镇在风情古镇中增设了“梨园
大舞台”，每周安排专业剧团、民间团
体进行演出，在吸引群众参与的同时
提升了景区形象和知名度。文化活动
的广泛开展，在传承巩义历史与文化
的同时，促进了文化设施的升级、文化
骨干的培养、技术的更新。牡丹画、唐
三彩瓷器等一批特色产业快速发展，
石窟文化产业园、风情古镇等产业项
目势头正盛，培育了新型文化业态，推
动了文化产业发展。

服务了经济社会发展 发展文化
不仅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也是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的重要抓
手。巩义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厚重的优
势，把文化充分融入经济、旅游等领域，
提高发展文化内涵，同时大力推动文化
扶贫，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
平，努力补齐文化短板，推动实现文化
小康，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2017年，该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784亿元。2018年上半年，全市GDP完
成400.1亿元，同比增长8.8%。

诗韵欢歌相生辉 初心不忘续新篇

近年来，巩义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夯实活动基础、
植根文化沃土、拓展内容形式，开展了多层次、全覆盖的群众文化活
动，引领了社会风气昂扬向上。

如今，夜晚的东区文化广场上，诗乡月明、梨园香韵、盛世欢歌、
舞动巩义、河洛书场、喷泉舞会6个文化小广场与河洛大舞台主会
场相映生辉，组成了醉美巩义的美好画卷。

巩义地处河洛文化的核心地带，
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全国文明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
中国诗歌之乡。这里历史悠久，名胜
古迹众多，文化资源丰富，是诗圣杜甫
故里。巩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群众文
化活动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巩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

事业，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扎实开
展群众文化活动。今年以来共举办杜
甫故里诗词大会等文化活动 4800余
场次，参与群众200余万人次，在继承
中创新河洛文化、杜甫文化、豫商文
化、戏曲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让百姓
充分享受了丰富美好的文化生活，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撑。

加强建设，夯实活动基础 巩义市
将群众文化活动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摆
在重要位置，搭建平台载体，营造“出
门即舞台、处处闻歌声”的群众文化活
动氛围。2017年，全市建成综合文化
站 20个，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316个，
社区文化中心 34个，电子阅览室 21
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服务
点 311个，农家书屋 292家。鲁庄镇
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狮舞之乡”，米河镇被命名为
省级艺术之乡。成功创建河南省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更好地保障了
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提高了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

完善工作体系 巩义市积极整合
文化馆、20个镇（街道）的综合文化服
务站、316个村（社区）活动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资源，构建了市镇村三级覆
盖的“1+20+316”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到过巩义的人都会发现，只要天
气适宜，城市或者镇区的文化广场一
早一晚都是热闹非凡，人们或唱或跳，
笑声连连，充满生机与活力。

加强队伍建设，大型活动示范引

领 巩义市先后举办河南歌舞演艺集
团“舞台艺术送农民”启动仪式，“群星
耀中原——2017年河南省群众文化
系列活动”“2018杜甫故里诗词大会”
等活动，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月”、名人书画展等大型展览，一系列
大型文化活动满足了市民多层次的文
化需求，营造了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

广场文化活动深受好评 将广场
作为群众文化活动的主阵地。因地制
宜将东区文化广场划分为“舞动巩义”
“盛世欢歌”“梨园香韵”“诗乡月明”
“喷泉舞会”“河洛书场”6个区域，为
市民开展声乐、器乐、广场舞、诗歌朗
诵、河洛大鼓等文化活动提供场所和
便利。

这一惠民工程得到了群众的广泛
参与。活动开展以来，广场人头攒
动，文化爱好者、文艺志愿者和观众
在这里交流切磋，唱红歌、朗诵诗歌、
跳经典舞蹈、走模特步，这些寓教于
乐、自娱自乐和相互促进提高技艺的
活动形式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普遍赞
誉，进一步提高了百姓的文化获得感
和幸福指数。 植根诗圣文化高地 打造河洛活动品

牌。作为诗圣杜甫的故乡、河洛文化的摇
篮，巩义市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充
分挖掘河洛文化、杜甫文化、戏曲文化的
丰富内涵，以各类文化活动为载体，持续
提升群众的文化艺术素养，着力打造一批
立得住、叫得响、留得下的群众文化活动
品牌。

弘扬诗歌文化 巩义市连续举办 4届
杜甫故里诗词大会（诗歌文化周），2017
年的诗歌文化周在举办音乐诗会、祭拜
诗圣大典、嵩顶诗会等主题活动的同时，
还举办了 8项群众性活动。2018年杜甫
故里诗词大会包括准备活动 3项、正式

活动 7项、群众文化活动 5项。开幕式上
邀请兄弟城市提升诗词大会实效。郑州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主动对接诗词大会组
委会，邀请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
26个国家的 110余名留学生集体诵读杜
诗，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影响。可以
说，一年一度的杜甫故里诗词大会已经
成为巩义的文化品牌，成为照亮诗词文
化传播道路的一盏明灯。对于更好地传
承经典、筑牢文化自信，推动河南乃至全
国诗歌文化及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
出了积极贡献。

弘扬戏曲文化 巩义是人民艺术家、
豫剧大师常香玉的故里，在这里，许多

人生来就对戏曲有着一种最原始、最
热烈、最纯朴的感情。该市现有业余
剧团、戏迷俱乐部、戏曲演唱队、戏曲
活动室等 260余个，其中大型业余剧团
70 余个，遍布各个乡镇，影响面较大。
根据地方特色和群众需求，连续 5年举
办了戏曲文化艺术节，在偃月古城举
办红梅杯戏曲大赛。2018年的戏曲文
化节在原有基础上设置业余剧团调演、
首届戏迷擂台赛、“梨园香韵”戏迷乐
活动，通过“练”“演”“赛”的形式拓展
了活动深度，历时 5 个月，场场爆满，
观看演出群众 20余万人次。戏曲艺术
节活动已成为市民不可缺少的文化大

餐，成为巩义市家喻户晓的文化知名
品牌，一大批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小香玉在河洛大地上成长起来，擦
亮了“香玉故里、戏曲沃土”的名片，为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注入持久生
命力。

弘扬河洛大鼓文化 河洛大鼓作为巩
义特色文化之一，2011年被确定为河南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2013年
河洛大鼓传承人尚继业的河洛大鼓《劝人
要有好心态》，荣获曲艺类作品全国“群星
奖”。目前已出版图书 8册，光盘 23本。
每年进基层、进社区、进学校演出 200场
以上。

巩义市坚持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协调发展，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立足群
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不断探索丰
富群众文化活动的新思路、新举措，形
成长效机制。

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 巩义市
委主要领导经常调研群众文化活动，
要求认真研究广场文化活动的常态化
措施，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活动，想方
设法满足群众合理需要，把文化活动
做出品牌、做出成效。巩义市委宣传
部、市文广新局联合各镇（街道）及相
关部门提前谋划、认真组织，市公安
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卫计委等相关单
位做好保障工作，以重大节庆为载体，
提前制订方案，协调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文化
生活的需要。

加强文艺骨干队伍培训 2012年

起，巩义市连续举办了30余期“‘教你
一招’基层文艺骨干免费培训班”，培
训内容涉及广场舞、秧歌、国标舞、少
儿舞、筷子舞和手语舞等。目前，全
市以戏曲、秧歌、鼓艺、舞狮等为主的
民间文艺队伍、各类表演团队总计
360多个，持续加强对民间演艺团体
的管理，不断提升演出队伍的专业化
水平，凝聚各方力量不断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

充分发挥基层综合性文化中心的
聚集作用 用好基层文化设施，图书
室、阅览室、活动室等场所长期免费对
群众开放，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比
如“河洛大鼓进基层巡演”活动，深入
到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巡演 100
余场，组织郑州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剪
纸代表性传承人曹慧贞老师开展剪纸
培训38期，舞台艺术送农民150场，受
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河洛处处闻歌声 文化生活亮点多

欢歌劲舞荣誉添 提升百姓幸福感

文化融合相辉映 春雨润物醉心田

建设“三宜”新巩义 创新成果更灿烂

长效机制促发展 初心不忘续新篇

梨园香韵

喷泉舞会

舞动巩义

诗乡月明河洛书场

盛世欢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