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封文化

延续城市发展灵魂 拨动世界文化符号
城是一幅景，景是一座城，历史的沉
淀是城市的年轮，文化的张力是城
市的表情，是城市永续发展的动力
之源。五年一轮回，五年一丰收，从
历史中走来的登封，一路风尘，却始
终一脉相承。回望“十二五”登封文
化发展的这5年，登封文化现象犹
如一颗跳动的心脏，直击这座城市
的灵魂，撑起世界文化的传承符号。
记者 袁建龙 登封播报 高鹏敏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是“十二五”期间郑州市文化建设的
一项重要工作。创建期间，登封市以推
进登封市文化跨越、建设“世界历史文
化旅游名城”为目标，累计争取各级文
化资金2472万元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全覆盖，改建、扩建乡镇文化站11个；
建成文化大院303个；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20个；农家书屋303家；文化信息共
享农村基层服务点275个。同时，累计
争取各级文化资金近2000万元扎实推
进文化产业，2014年争取河南省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专项扶持资
金1000 万元，建立文化产业项目库，
细分登封市36个文化产业项目。

登封文化项目硬实力的大数字增
长，必然同期影响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引领登封市文化风尚的变化。据了
解，“十二五”期间，登封市每年放映
3636场公益电影，150场“百场戏曲送
农民”活动，150场“舞台艺术进乡村进
社区”和12场“舞台艺术送农民”，形成
了人人参与创造、享受文化的浓郁氛
围。“在家门口看大戏，看表演，好！”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无不让群众拍手
称赞！免费开放的图书馆、文化馆，切
实增长了群众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也是城
市最重要的软实力，蓬勃发展的文化
活动是城市文化外在魅力的体现。5
年来，在登封人的共同努力下，长期
化、规范化、品牌化、影响辐射范围广
的广场文化周活动、灯节民间文艺汇
演活动、《天中艺苑》戏曲擂台赛、青年
歌手大赛、少儿才艺大赛、百姓春晚等
活动，正以稳中求进的姿态蓬勃着群
众的文娱活动。

5 年间，登封市已成功申报为河
南省少林文化出口基地、“天地之中文
化休闲旅游专业园区”为河南省文化
产业园；如果说一部演出代言一座城
市，大型山水实景演出的开创作品《禅
宗少林·音乐大典》无疑是一个不朽的
传奇。大景中有小景，小景中有风情，
少林风情融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高
度浓缩、品位更高的高科技艺术品，甚
至成了河南文化旅游的象征，禅宗少
林音乐大典也升级为国家级文化产业
示范项目。

“以项目带动周边，城市文化辐射
乡镇文化，要真正实现登封文化以包
容开放的姿态走出去。”据了解，“十二
五”期间，君召乡、东华镇、告成镇文化
站先后荣获省级先进文化站，告成镇
中心社区被郑州市命名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社区。

发挥登封得天独厚的文
化旅游资源优势，登封扎实的
文化创意产业给登封带来了
新发展，也创造了登封文化最
好的成长环境。

“十二五”期间，登封加快
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示范工程建设，依托“中”文
化、嵩山文化、少林文化、中岳
文化、大禹文化、嵩山地质文
化等，同步推进嵩山论坛永久
性会址和嵩山论坛国际生态
文化示范区建设；先后成功引
进投资 70 亿元的嵩山国际文
化养生度假区、投资 50 亿元
的登封文化创意园等 18 个文
化旅游项目；连续举办四届嵩
山论坛年会、两届中国郑州少

林国际武术节、2015 文化遗
产保护和数字化国际论坛、
2015 全国超级越野摩托车大
奖赛、2015 全国汽车拉力锦
标赛等重大活动；培育画家
村、禅心居等新兴文化旅游业
态，形成了以旅游为依托的文
化产业集聚发展态势。

据了解，2014 年间，登封
市旅游接待总人数达 1017 万
人 次 ，较 2013 年 同 比 增 长
6.2%，文化旅游总收入达 72
亿元。有理由相信，打造文化
产业集聚平台，亮出城市文化
姿态，打造文化登封“软实
力”，是提升登封文明幸福指
数直观的表述，也是一个重要
的标志性符号。

登封是中原经济区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示
范区和郑州都市区的文化旅
游特色功能区。目前，登封
市已组建登封华夏历史文化
研究会，依托“天地之中”历
史建筑群发展机遇，将以跨
越式发展为主题，以本土文
化繁荣河南大文化融合发展
为主线，大力推动登封市文
化事业的快速发展，推进“世
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建设，
逐步建立完善与经济、政治、
社会、生态协调发展要求相
适应的大文化发展格局；提

档升级文化产业；提升景区
文化品位；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凸显非物质文化遗
产活力；继续实施“千影百
戏”工程，促进登封市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五位一体
协调发展。

同时，还将守住本土阵
地，升级广播电视栏目，做好
党政民声的“传话筒”，尽早
实现打造自然之美、城乡和
谐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
2016年，新起点，新开始，登
封文化的大发展即将扬帆
起航，大步挺进“十三五”!

目前，登封市共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项，
省 级 15 项 ，郑 州 市 级 33
项，登封市级 105 项。如何
让 固 化 的 登 封 文 化 遗 产

“活”起来？登封市坚持用
数字化的手段展示遗产发
展历史，扩展广播电视覆
盖群体，充分利用新媒体
资源推广宣传，让登封悠
久 的 历 史 文 明 顺 势 搭 载

“互联网+”这趟顺风车与
科 技 碰 撞 ，激 活 文 化 动
力。2015 年 8 月 27 日，与
会文化遗产保护和数字化
国际论坛专家学者对登封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进
行了实地学术考察，赞“天
地之中”文化韵味绵延深
远，成果丰硕的登封标签
历史文明也将以蓬勃的姿
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每一次文化大案的发
生，都会造成恶劣影响。5
年的洗礼，秉承“一手抓繁
荣，一手抓管理”，登封新闻
出版和综合执法工作已卓
有成效。登封市 57 次大型
专项整治行动和“扫黄打
非”集中行动中，累计立案
查处各类违规案件 269 起，
办结 269 起，有力维护了登
封市文化市场经营和广播
电视的播出秩序，促进了文
化市场的健康繁荣发展。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平台，实现模拟电视向数字
电视的跨越，一根光缆满足
群众多项文化需求，不再是

梦。”5 年来，在大转型发展
和互联网背景下，登封的广
播电视文化迅速崛起。登
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积极谋划，成立指挥调度平
台，加强移动监测，确保重
大节目、重点时段安全播
出，精办节目栏目，登封广
播影视文化发展可谓日新
月异，群众精神文明建设紧
追时代步伐，形成了“文化、
旅游、新闻出版、广播影视”
融合的登封特色文化发展
格局。登封市广播电视节
目获国家级优秀节目两件，
省级优秀节目 21 件，名列
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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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十二五 展望十三五
登封这五年 之文化篇之文化篇

登封市文化艺术节暨群众文化进基层

送文化下乡

登封市广播电视数字机房

五年间
“禅宗少林”升级为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项目

数百亿 打造文化登封“软实力”

“互联网+”登封文化遗产“活”起来

同心协力 广播电视文化迅速崛起

扬帆起航 大步挺进“十三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