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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产业集聚：
培育大禹文化产业升级“核动力”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省文化
消费需求显著增长,许多文化产业集聚区在国家政
策的激励下，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以重大文化项目
为带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虹吸效应不断
放大。

登封市将在“十三五”时期着力建设“中”文化特色
城市，力求这座拥有世界级独特自然与人文资源优势
的县级市，处处彰显天地之中文化，创成“华夏文明看
登封、心灵家园在嵩山”文化品牌。

大禹文化产业作为继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后，登封
市文化产业的又一力作。 新时期里，大禹文化产业
目标何在？

我们专访了河南大禹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青山先生。登封播报 孙淑霞 文/图

大禹精神——一座城
市的文化传承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中的文化品牌

登封是国家起源圣地，是中
华文明的发源地。登封儒释道
三教荟萃，理念多元，大禹和登
封自古以来就有密切联系。史
籍记载“禹都阳城”，阳城的具体
地望自古就有颍川阳城之说，也
就是今天的登封告成镇一带，这
里不仅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
古阳城遗址，而且还发现有龙山
文化时期的古城，与历史上记载
的“禹都阳城”高度吻合。史籍
中记载大禹之父鲧的所在地，即

“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
山就是今天登封境内的嵩山，所
以大禹出生与早期活动区域也
应该在登封这一片区域，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

作为大禹故里和禹都阳城所
在地，登封的大禹文化历史悠久、
经典多元、脉络清晰、内涵深刻，
具有文化渊源的根源性、文献记
载的确凿性、文物考古的经典性、
神话传说的多元性、文化遗迹的
丰富性、文化传承的连续性、文
化影响的深远性等诸多特点。

2008年1月，登封被命名为
“中国大禹文化之乡”。

2014 年 4 月 30 日，郑州市
制定《登封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
城概念规划》，将登封市定位为

“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5月8
日，河南省政府出台《关于支持登
封市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示范工程的指导意见》，专门为登
封这个县级市出台支持发展的文
件，这也是绝无仅有的。

河南大禹文化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青山抓住历史机遇，
适时建设“中国大禹故里文化产业
园区”，通过打造禹功园、禹德园、
禹风园、禹裔园等，来展示大禹
治水的功绩，诠释大禹精神，突
出大禹治水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十三五”时期，河南大禹文化
产业集团为登封创成“华夏文明看
登封、心灵家园在嵩山”文化品牌，
也在发力，作为大禹文化产业也在
进行转型升级，谋求更大发展。

为使大禹产业园健康发展，
公司于 2015 年成功获批上海证
券市场挂牌上市，为项目批准
前，股权融资搭好桥、修好路。

为搭建国际大禹文化平台，
该集团公司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华夏文明纽带工程，目前该
集团正与欧盟中国经济委员会
洽谈合作事宜，并初步达成共
识，“大禹执政理念与世界对话”
将成为合作项目。

王青山表示，“大禹文化产业
将是建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重
要支撑，是登封打造全域旅游的

重要部分，是惠及子孙万代的工
程，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
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大禹故里文
化产业园项目一定会得以实施，
结出丰硕的成果，并起到传承创
新、示范带动的先导作用。”

世界文化在中国，中国文化
在中原，中原文化在登封。

在新的历史时期，使命使
然，在“华夏文明看登封、心灵家
园在嵩山”建设中，该集团公司
将一直致力于做文化精品，助推
登封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的
建设。

该产业园建于登封市西城
区，区内山、水、林、岭、村相得益
彰，文化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开
发价值及潜力巨大。适应登封
市旅游从“一枝独秀”的少林寺
向大嵩山和登封城市旅游品牌
转型，从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向
多元化、体验类的旅游产品体系
转型。

中国大禹故里文化产业园位
于登封市城区西部旅游新城内，
处于新老城区的接合部。园区东
距郑州 55 公里，西距洛阳 70 公
里，地处中原两大城市的核心结
点。园区北距少林寺12公里，西
距三皇寨6公里，东距嵩阳书院6
公里，处在登封旅游核心景区的
中心结点上，园区地理位置极佳，

为园区未来承接三大景区的客源
和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就整
个登封未来城市发展和旅游发展
来看，园区的地理区位和交通区
位优势都十分突出。

为使拜祖的大禹后裔能寻
根拜祖，该集团顺势而为，筹建
大禹祠堂、树“大禹故里祖家庄
标志碑”，以及夏氏和鲍氏认祖
归宗仪式。目前已接待世界各
地大禹后裔30余批，万余人次。

“目前，世界各地有大禹后
裔2亿人，若这两亿人口前来大
禹故里文化产业园拜祖、投资
等，对登封的经济及旅游业的发
展前景不可估量。”如斯文化资
源，必将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并
安置2万人就业。

一个城市应有一个城市的
文化定位，文化定位就像一个城
市的灵魂，是一个城市核心竞争
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大禹的精
神比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
入、为政以德等，都成为中华民
族的优秀基因，代代相传。大禹
文化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
级的文化品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
研究所副所长李立新认为，要把
大禹文化打造成为登封市的文化
定位、文化标示，一是把登封打造
成为中国大禹文化展示中心；二
是把登封打造成为中国大禹文化
研究中心；三是把登封市打造成
为大禹文化产业研发中心。

为开发大禹文化，该集团与

中国先秦史学会、河南省炎黄文
化研究会、黄河文化研究会、河
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
究所、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等
学术机构联合举办三届“中国大
禹文化研讨会”，国内 100 多名
专家学者、权威人士参加论证，
认定禹都阳城在登封。

登封的大禹故里文化，填补
了国内同一历史时期华夏文化展
现不足的空白，对中原文化乃至中
国文化起到引领性发展的作用。

《中国大禹故里文化产业
园》概念性规划的孕育、出台及
建设，将让大禹文化这一“朝阳
产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
活力，助推登封建设“中”文化特
色城市。

“把建设《中国大禹文化故里
产业园》作为登封市文化旅游产
业的重要突破口，把登封市打造
成集‘中文化、根亲文化、祭祀文
化、功夫文化、农耕文化、源头文
化’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大
禹文化大有可为。”河南大禹文化
产业集团董事长王青山表示，在
登封市“世界功夫之都，中华文化
圣山”的发展定位下，以多元化、
立体型的文化旅游项目为切入
点，该公司将大力开发中国大禹
文化故里产业园。

该集团公司初步拟定了《中
国大禹故里文化产业园》项目的
建设规划，计划投入61亿元致力

于大禹文化产业园的开发建
设。园区的建设既要善于利用
嵩山现有的文化资源，又要加强
对区域华夏文明的深入发掘，追
古溯源，弘扬大禹文化和上古文
明，通过对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
与创新，更全面地体现登封华夏
文化历史底蕴。并通过创新文
化资源利用手段，丰富文化旅
游产品类型，增强文化产品的参
与性和体验性，打造差异化的文
化产品，使文化产品“活起来”，
王青山说：“我们将大力建设中国
大禹故里文化产业园，把大禹文
化打造成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中的文化品牌。”

“华夏文明看登封、心灵家园在嵩山”大禹文化在发力

助推登封建设“中”文化特色城市

大禹文化 使命使然——开启“中”文化新格局

中国大禹故里文化产业园总体规划鸟瞰图

中国大禹故里文化产业园总体规划平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