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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世界摩托艇组委
会获悉，自从组委会主办的世界摩托艇新闻
发布会之后，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之中，招商、场地、票务等赛事相关事宜也已
经在不断推进中，集装箱船队预计9月20日左
右抵达郑州，届时市民可以首先一睹世界摩
托艇的风采。前不久，UIM的官员对赛事场
地郑州龙湖水域进行了全方位的场地考察，
并且已经为该场地颁发了场地合格证书。

2017“一带一路”UIM 世界 X-CAT
摩托艇锦标赛中国系列赛，今年在中国一
共将举行 3场赛事：第一站在郑州，于 10
月13日至15日开赛；第二站在威海，于10
月20日至22日开赛；第三站在厦门，于10
月27日至29日开赛。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瑞典、阿联酋、菲律

宾、印度、斯里兰卡、巴林、德国、意大利、阿
曼、埃及、挪威、澳大利亚、俄罗斯、拉脱维
亚、英国、科威特、西班牙、新西兰、也门、
罗马尼亚、法国、葡萄牙、黎巴嫩、瑞士、荷
兰等 25个国家和地区约 250人的赛事相
关人员将在国庆节后陆续到位。

世界摩托艇锦标赛是目前世界上专
业程度最高、最刺激和最有吸引力的摩托
艇大赛，也是全球摩托艇赛事当中参与国
家及赛队数量最多的赛事，至今已有近20
年赛事历史。每年度在欧洲、美洲、大洋
洲、非洲及亚洲中东等地区进行职业方程
式巡回锦标赛，是目前世界职业动力艇赛
事的航标灯和发展方向。X-CAT 赛事一
直致力于赛事对环境全方位的保护，是目
前世界职业动力艇赛事中最全面的低排

放、无污染的环保型赛事，并获得世界摩托
航海联合会赛事环保证明书和特别提名
奖，以及瑞士绿色环保气候组织 AILSA 授
予的“环境友好型碳排放”的证书。今年是

第二次在中国举办赛事，也是第一次在中
国举办 2017“一带一路”UIM世界X-CAT
摩托艇锦标赛中国系列赛。
郑报融媒记者 郭韬略

“大宋公平秤，老包给您称体重。
小姑娘不胖不瘦，聪颖莹秀，将来能成
博士后。”59岁的王惠髯须飘垂，一身长
袍作包公打扮，绘声绘色地说词让家长
孩子都乐开了怀。

在仿照传世名画打造的开封清明
上河园内，王惠是一处别致的风景。他
借鉴包拯放粮赈灾的历史典故，用一杆
“大宋公平秤”为游客称体重。得益于
他的京剧、快板等才艺功底，19年来，吸
引了六七十万人次。

这杆秤不仅意味着稳定可观的收入，还
为王惠赢得了尊敬。“我是被文化改变命运
的人。”中年下岗的他，如今已是当地文化名
人，常受邀出席各类文化活动。

文化基因的唤醒，使珍贵的文化遗
产开始“活起来”，并在现代生活中发挥

鲜活效应。
“文化自觉的原动力来自于百姓。”

河南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有感而发，古
老的中原大地底蕴深厚，长期受传统文
化滋养的老百姓，对文化有天然的亲近
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文化成
为一种广泛追求的生活方式。”

读书、看演出、听讲座，无论身在繁
华都市还是普通城镇，人们开始用文化
类活动填补空白时间，插花、琴艺等更
为精致的“雅生活”随之悄然兴起。在
“花都”鄢陵，昔日老农侍花弄草，打造
出一个长江以北最大的花木基地。

“政府要做的就是顺应民间的文化
热情，搭建舞台满足多样的精神文化需
求。”杨丽萍介绍，仅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就释放出巨大的红利。河南已建成352

个博物馆、157个公共图书馆、203个文
化馆、239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4万多
个乡村文化大院，全部零门槛免费开
放，还布下1000多个乡村书店网点。

“民间力量十分强大，看到哪个遗
址被破坏了，大家都会马上举报。”曾任
郑州市文物局局长的阎铁成说，普通百
姓文保意识的觉醒最令人欣慰。

不久前，曾捐赠19件文物的河南商水
农民何刚去世，引发全社会怀念致敬，故宫
为其举办了高规格的追思会。作为中华民
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
因，文化的价值正被普通人了解和珍视。

底蕴深厚的河南重拾文化自信，普
通百姓的文化获得感不断提升，也为这
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文化成为地方
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原复兴的新引擎。

世界X-CAT摩托艇锦标赛郑州站启动
集装箱船队9月20日抵郑

以文化自觉助力中原振兴

疾驰在中原大地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上，绛红色的文化遗迹路标牌随处可见，提示着过往
旅人，这里曾创造过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在投去敬意的目光时，人们蓦然发现，曾沉睡着的
文化河南形象正越来越清晰、鲜亮。近年来，河南发掘文化生产力，不仅实现了文化自觉的复
苏，更激发了文化自信。文化“活起来”“用起来”“强起来”，正在引领古老中原走向复兴。

看文化，到开封。走进今天的开
封，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有文化
引领的城市都是有特色的。”开封市委
书记吉炳伟说这句话时很有底气。
2016 年，开封第三产业贡献率为
56.6％，其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开封
GDP比重 5.6％，文化旅游业已成为开
封的支柱产业。

开封经历过发展理念摇摆不定的
数十年，几年前正式提出“文化＋”战
略，把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最
大优势。文化元素与城建、旅游、工业
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一步一景满城皆
画，一行一业都有文化，不仅促进了文
化的大繁荣，还为城市转型升级提供了
新动能。

“沉睡上千年的文化迸发出惊人的
动力，打开了城市发展的新空间。”河南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萍说，抓文
化过去总被视为“不是那回事儿”，而今
这种观念在各地“一把手”群体中正慢
慢得到扭转，文化被当做谋篇布局的重
要一环，文化作为引领、作为新动能的
作用渐成共识。

系统而不是碎片化、科学而不是拍
脑袋式，梳理文化资源，让收藏在深宫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天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逐渐活起来，其
能量正在充分迸发。相当多地市已迈
出步伐，构建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古都洛阳打造了隋唐洛阳城等 9
个国家遗址公园，并拿出15亿元用于文
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省会郑州计划2020
年以前建设75个遗址公园；传统农业大
市商丘正以古城修复性保护与展示为引
领，着力打造“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
明史”文化旅游品牌；三国魏都许昌以水

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为全市转
型发展提供了文明驱动力。

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使一些
向以“黑”“重”形象示人的传统资源型
城市变得柔软而有内涵，城市面貌和气
质大幅提升。

“要把文化当做一个地区的希望来
做。”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坦言，当地煤
炭、水泥等产业一度占税收 80％以上，
如今文化建设被摆在发展的重要位置，
文化产业近三年投入达 50亿元以上，
汝瓷产地、曲剧之乡的属性逐步彰显。

文化的力量正滋养出新的中原色
彩。无论外界认知，还是本地的街谈巷
议，提起汝州，知道“黑”“重”产业外的
文化味儿了；谈到传统工业强市巩义，
知道它还是杜甫故乡、河洛文化摇篮；
煤城焦作更是依托山水和太极文化，成
功化身为旅游城市。

强起来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强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作为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河南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都是中
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原大地，是中华儿
女心灵的故乡。但长期以来，文化资源仅仅停留
在河南的背景资料上，而没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经历了一心只为填饱肚子而奔波，无暇顾
及文化，以至把财富当包袱，到守着文化资源宝库
的“金碗”讨饭吃的窘迫后，从迷茫到自觉，河南的
文化建设终于破茧化蝶——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中
原大地，一个新时代的文化高地正在日渐隆起。

这“高地”，源于厚重的传统文化，基于今
天的文化繁荣。

如何从文化资源大省迈向文化大省，进而
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化强省？在经济总量多年稳
居中国第一方阵后，时下的河南，力图复兴中原
文化的迫切心理和高涨的热情呈井喷之势。

但文化牌怎么打？文化高地如何建？从文
化自觉到文化自强，河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伸手摸着秦砖，抬脚踢着汉瓦。”丰厚的
文化资源，对文化建设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支撑
作用。有关专家提示：“打造文化不像起高楼、
建宫观那么简单，只要钱到位了就能上，它更
需要的是耐心、细心与恒心。”

“文化高地建设亟须的是，更敬畏的态度，
更科学的精神，更务实的行动。”采访中，不少官
员、学者提出，文化不是赶时髦、贴标签，是需要
久久为功的。“文化高地，核心目标是人。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百姓才是文化发展的真正主角。要
让人们从文化建设中汲取营养，提高境界，提升修
养，培育和践行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导向，
这更非一日之功。”有专家认为，爱文化、懂文化的
官员多些再多些，又有一大批真心喜爱文化的人
才作支撑，中原文化高地建设才有保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担当，让今天的文
化成为明天的传统，这是今人必需的胸襟和气
度。中原文化“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
新、生生不息”的内生特质，成就了历史上的辉
煌，也必将带来今天和未来的繁荣复兴。
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双瑞

用起来 文化底蕴化为发展动力

活起来 古老中原重拾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