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期间，是河南文化
产业实现由文化凹地向文化高
地超越的一个机遇期。

省政协委员刘五一认为，从
文化产业路径角度说，黄河文化
时代下的黄帝文化，是独特的战
略资源、要素资源、上游资源，必
将转化成巨大的文化生产力。

对此，刘五一建议，河南的
文化产业宜以文旅带动、文创驱
动、文贸拉动、文教推动、文养促
动，寻找切入点，培育爆发点，走
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

“河南文化产业要围绕一个
核心、形成两个抓手，做好‘五
个一工程’。一个核心就是‘黄
帝文化’，两个抓手就是树立一
个地标、弘扬一个精神。五个
一工程就是兴建一个地标（立
黄帝巨像），弘扬一个精神（黄

帝精神），开发一个学科（黄帝
学），培育一个模式（郑州模
式），形成一个榜样（郑州榜
样）。”刘五一表示。

具体来说，树立一个地标，
以在新郑具茨山建黄帝巨像“文
旅区”为代表，建设具有省级（甚
至国家级）标志性的轩辕黄帝巨
型立像及百姓拜祖广场，创建全
球华夏儿女仰望的精神地标。

“如今豫东的焦裕禄精神、豫
北的红旗渠精神、豫西的愚公移
山精神、豫南的大别山精神，都是
鼓舞人民的精神动力。”刘五一
说，“豫中”的黄帝精神尚未形成
足够的影响力，这是机会，也是
发力点，可以此弘扬一个精神，
并使之成为扭转中国文化产业
“中部凹陷”现状的有力支点和突
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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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十四五 再出发再出发
聚焦2021河南两会·热话题

讲好黄河故事，让黄河文化
真正动起来、活起来，是省政协
委员张国晓一直牵挂的事。

“我在开展黄河文化遗产保
护专题调研期间发现，黄河流域
目前尚没有形成民众普遍认可
的文化符号，导致黄河文化的传
承缺少有效的载体和坚实的抓
手，河南作为黄河文明发祥地，
有责任、有义务补上这个短板。”
张国晓说。

张国晓介绍，去年 11 月 3
日，黄河标志和吉祥物全球征集
活动在郑州启动，以中、英、日、
韩、法五种语言发布了征集公
告。目前已收到 1100余件设计
方案，春节过后，将邀请沿黄九
省区各界代表齐聚郑州开展评
选论证。

“我们初步考虑，黄河吉祥
物主要围绕‘黄河宁、天下平’六
字创作，六个卡通形象组合命名

为‘黄河小英雄’。”张国晓介绍，
“黄”字相对应的吉祥物是少年
轩辕“黄小轩”，“河”字相对应的
吉祥物是少年河洛郎“河小洛”，
“宁”字相对应的吉祥物是仰韶
彩陶娃“宁小陶”，“天”字相对应
的吉祥物是少年应龙“天小龙”，
“下”字相对应的吉祥物是黄河
鲤鱼“夏小鲤”，“平”字相对应的
吉祥物是镇河铁牛“平小牛”。

张国晓说，黄河吉祥物选拔
确立之后，可运用动漫、游戏等
多种创新手段来唤醒和激活黄
河文化基因宝库，持续推出有意
思、有意义、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的黄河主题文创产品，把黄河故
事讲好、讲活、讲透彻，还可以深
入推进“黄河文创赋能实体经
济”专项行动计划，让全省甚至
全流域的好产品插上文创的翅
膀，让黄河文化以青春的姿态、
爆款的流量“飞入寻常百姓家”。

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

让黄河文化真正动起来活起来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紧紧围绕奋勇争

先、更加出彩，坚持“两个高质量”，基本建成“四个强省、一个高地、一个家园”的现代化河南。其中，在文化强省建设上，提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黄河文化传播和影响更加广泛深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锚定目标，“十四五”期间，我省文化事业如何加速发展？省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

大力发展“黄河+”文化产业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讲好“黄河故
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省政协委员郭军胜认为，河
南作为黄河文化重要发源地及
发散地，拥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
资源和时代发展条件，这决定了
河南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中的引领地位。

郭军胜建议，要赋予黄河水
文化新时代新价值，加大黄河水
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力度，加强黄
河水文化传承展示，运用多种艺
术形式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
汲取民间文化精髓，传承黄河精
神，建设黄河国家博物馆，加强黄
河文化平台建设，坚定文化自信。

与此同时，组织开展黄河文
化遗产、遗址全面调查和认定，

建设好国家黄河文化公园；举办
黄河国际论坛，推动河南省高质
量发展，促进治河文化技术与世
界治水文化技术交流互鉴。

大力保护黄河流域戏曲、武
术、民俗、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深入挖掘运河文化遗产，
打造具有地域流域历史特色的国
家记忆工程和标志性景观，充分
展示黄河文化带的文化遗存，推
进黄河文化带的文化旅游发展，
大力发展“黄河+”文化产业等。

加强黄河文化传播路径的
探索和研究，完善文化旅游建
设，强化线上线下传播，启用大
数据评估，推进多维传播形式及
途径创新，发挥海外多方作用，
有效利用“根文化”开展寻根谒
祖、观光旅游，加大人文领域交
流合作，建立不同级别人文交流
互动机制。

文化产业要做好“五个一工程”

定期举办中原文创大会

2020年末，河南博物院推出
的一款“考古盲盒”火了。它将
青铜器、元宝、铜佛、铜鉴、银牌
等“微缩文物”藏进土中，消费者
在探“宝”过程中，体验考古快
乐。像这样的爆款河南文创产
品，未来会越来越多吗？

今年省两会，省政协委员程
青梅将目光投向河南文创发
展。在她看来，河南博物院文
创的这次成功“破圈”，提振了
河南文创发展的信心，也充分
说明只要对文化元素提炼到
位，结合当下时尚审美趣味，保
障营销渠道，便能形成有影响
的文化创意产品。

程青梅建议，为进一步做大
做强河南文创品牌，助推河南文
创产业升级发展，我省应定期举

办中原文创大会，一方面为河南
本土文创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
舞台，另一方面吸引全国文创界
来到河南交流合作。以中原文
创大会为依托，举办文创精品推
介、文创大赛、文创市集、文创发
展论坛，对优秀文创企业和产品
进行表彰。

程青梅表示，中原文创大会
可以采取主场轮办形式，由河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并调动郑
州、洛阳、开封等地市联合主办，
优秀本土文化创意企业协办。
每届文创大会提前设定主题，结
合当年的河南文旅热点主动策
划，激活黄河文化、古都文化、姓
氏文化、名人文化等资源，借助
文创大会擦亮河南文创品牌，扩
大全国影响力。

打造黄河文化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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