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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嵩山论坛2019年年会上，嵩山论坛组
委会主任张广智表示，对嵩山论坛主旨的感
悟日趋成熟，对文明对话的理解日趋丰富，
对文明交流的方法日趋多元，对论坛发展的
目标日趋明确。嵩山论坛要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向善向上的力量，持之以恒地
围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这条主线，
把不同国度、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专家学
者“请进来”，共同开展世界多元文明的对话
交流，共同研讨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传承
创新，共同弘扬文明互鉴交流的重要成果，
努力推动多元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

通过嵩山论坛这个平台，拓展了中原文
化走向世界的新渠道，成为河南扩大对外开
放的新窗口，向国际友人展现了一个开放、
自信、包容、奋进的河南，向各大文明展示了
中原文化、华夏文明的新魅力和新形象。8
年来，依托河南省政府《关于支持登封市加
快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工程的
指导意见》，登封市对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示范工程和全域经济发展进行了总体布
局，为登封经济发展插上了文化翅膀。

强化“生态、文化、旅游”三大优势，登封
奋力谱写美丽登封建设新篇章，加快建设天
地之中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少林功夫国际旅
游目的地城市。2019年，以嵩山生态保护综
合治理和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城市创建为
载体，投资 4.5亿元，深入开展少林、嵩阳、观
星台景区综合整治工作，理顺了嵩山风景名
胜区经营管理体制，实现了核心景区封闭管
理；文旅项目顺利推进，投资100亿元的绿地
嵩山小镇、投资 12.7亿元的建业中岳文化产
业园、投资6亿元的少林印象项目一期竣工；
赛会活动蓬勃开展，成功举办嵩山论坛2019
年会、嵩山少林国际马拉松赛、2019嵩山少
林武林大会等重大活动；乡村旅游持续升

温，开发乡村旅游精品线路5条，新增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 5家，告成镇入
选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徐庄镇何家
门村入选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全年接待
游客 17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150亿元，
平均增长 10%以上，登封被评为全国县域旅
游竞争力百强县。

一条大道穿城过，百里嵩山入画来。以
全长 12公里的少林大道有机更新和改造提
升为突破口，登封加紧推进城市高品质建
设。按照郑州市委“东强、南动、西美、北静、
中优、外联”的城市功能布局和“西部要美起
来”的决策部署，登封准确把握山城规律、旅
游城市规律、北方城市规律，坚持以中岳嵩
山为背景、以历史人文为底色，按照节约发
展、绿色发展和组团发展的理念，突出山中
有城、城中有景、以山映城、山城一体，确立
了“三绿楔、四河、三带、四组团”的城市空
间布局，着力打造具有旅游城市特质、山区
城市特质和人文底蕴特质的世界历史文化
名城。

作为文化名城、旅游名城，今年以来，登
封市正着力打造“一环（环山旅游公路、登封
大道、国道 343和省道 235组成城市绿道旅
游环线）两带（环山旅游公路景观绿道和少
林大道景观绿道）”环嵩山文化带空间架构，
以串联“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
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美丽乡村及文旅产
业项目。登封将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按照河南省建设“郑汴洛”
黄河文化国际旅游目的地要求和郑州市委
“一带一区”战略中关于建设嵩山文化带的
工作部署，以嵩山文化带建设为统领，挖掘
文化旅游资源优势，以项目带动，积极打造
嵩山文化新地标，加快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
融合发展，实现嵩山文化带高品质发展。

为登封高质量发展插上文化的翅膀

分别于2017年9月15日至17日、2018年9月
14日至16日、2019年9月21日至22日举办，
主题分别是“成己成人：共建天下文明”“多
元共存·和谐共生·未来共享”，和“文明对话
与人类未来”。这三届论坛设立文化论坛和
海外华文媒体论坛，文化论坛由来自全球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开展分组
讨论；海外华文媒体论坛邀请了来自3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媒体负责人（八届论坛还
首次邀请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媒体参
加）。三届海外华文媒体论坛，分别围绕“海
外华文媒体助推‘一带一路’及河南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海外华文媒体助推河南经济社会
文化发展”“国际媒体助力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主题进行主旨演讲和讨论。年会实况
和成果被海内外60多家华文媒体报道近800
篇，从嵩山论坛上获取精神营养，推动中华文
化传播走向海外高端传媒。

“嵩山论坛”着力打造有文化有深度的

高端论坛，塑造“对话”品牌，邀请国内外多
元文化的代表人物、学术领袖、专家学者、文
化名人及政要、政府智囊和知名企业高管，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革故鼎新、文明对话，
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
尊重，已经在世界社科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和一定的影响力。

前八届嵩山论坛年会，共有来自俄罗
斯、土耳其、美国、以色列、印度、伊朗、奥地
利、意大利、德国、法国、丹麦、日本、韩国、新
加坡以及中国港澳台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 400位专家学者，及国内 400余位专家
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收集学术论文370余篇，
出版论文集7部、专著2部、杂志3期，取得了
丰硕的学术成果。杜维明教授认为：“在经
济上，北方有达沃斯论坛；在生态上，南方有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文化上，位于中
部的登封，应该有可能将嵩山论坛打造成一
个世界级的文化论坛。”

交流互鉴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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