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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豫豫””见黄河文化月见黄河文化月

““郑郑””是人间四月天是人间四月天

“豫”见黄河文化月，“郑”是人
间四月天。作为黄河文化月系列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关注的
2021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
长论坛21日隆重开幕。

文化是人类的智慧结晶。文
化的传承、交流和发展，是人民美好
生活向往的精神追求，是现代旅游
的主题和灵魂。2019年9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会议，明确
提出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把“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作为重点任务
之一，强调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
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
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及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推动下，去年以来，郑州、开封、洛阳
三个城市携手启动了“三座城、三百
里、三千年”文化旅游带建设，着力打
造具有中华文化标识、黄河流域文
化特征的世界级文旅产品，让黄河
文化在世界上更好地立起来、传出
去，让三座城市以文化为纽带更紧
密地联起来、高质量发展兴起来。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是
古老华夏文明、黄河文化的精华浓
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

上下五千年，三千年在中原。中原
是中华文明特别是黄河文化孕育
形成的重要发源地。以郑州为中
心的300公里内，是中华民族最早
的定居地之一。这里有中国考古
发掘的“最古老村落”唐户遗址，

“最古老城池”西山古城，“最古老
王城”王城岗古城，最早的丝绸、瓷
器等遗存。从双槐树河洛古国遗
址、二里头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郑
州管城商代王城遗址，到秦末风云
际会、楚汉争霸，盛唐东都洛阳的繁
荣、大宋《清明上河图》的盛景；从先
民们在这里演绎八卦、作《河图》《洛
书》，到诵唱脍炙人口的《诗经》，肇
始儒、释、道之微言大义，创作流芳
百世的唐诗宋词，华夏文明、黄河文
化不断孕育、创新和发展，铸就了中
华文明的根与魂。这里是寻根之
地、探源之地。在郑州，我们可以体
会到华夏古国的神秘；在洛阳，我们
可以看到盛世隋唐的辉煌；在开封，
我们可以感受梦华大宋的繁华。读
懂了这三座城，也就读懂了中华文
明早期三千年的发展史。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是
现代文旅融合、彰文兴旅的积极探
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旅游成为

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的过程”。围绕“三座城、三百里、
三千年”，郑州、洛阳、开封三市联
动，以生态为基，推动沿黄生态修
复，实施上下游、左右岸共治，让自
然大气、奔腾不息的黄河风光与城
市融为一体，让人们走近母亲河、
感受幸福河；以交通为线，谋划建
设连接三座城市的轨道交通快线，
将开封古城和郑州商代王城、嵩山

“天地之中”以及洛阳龙门石窟、洛
阳老城等串联起来，打通黄帝文
化、嵩山文化、古都文化、黄河文化
的空间联系，用历史文化肌理打造
旅游精品线路；以文化为魂，做好
黄河沿线的双槐树遗址、青台遗
址、西山古城遗址、大运河遗址、大
河村遗址等历史遗址的保护、开发
和利用，推进黄河国家博物馆、黄
河天下文化综合体等一批黄河文
化实体展示的地标项目建设，连点
成线、串珠成链，打造沿黄文化遗
产带、展示带。随着这些工作的有
序推进，随着“黄河文化月”系列活
动的开展，郑汴洛“三座城、三百
里、三千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
认可，正在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文化标识和有力
支撑，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是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
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
发展”。“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
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集成与展示。
黄河流域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
底河、尼罗河、印度河—恒河等大
河流域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
的起源图谱。我们希望依托“三座
城、三百里、三千年”这一平台，搭
建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促进“一带
一路”城市的旅游互动，为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贡献我们的力量，为深
化沿线城市的创新合作、共同构建
新发展格局发挥更大作用。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
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让我们
携手同心，紧握奋斗之桨，高扬实干
之帆，讲好大河故事，延续历史文
脉，挖掘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
全力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合
力打造好向世人展示黄河文化的载
体平台，让黄河文化在世界文化之
林中巍然屹立、更广传播。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
是文旅融合讲好黄河故事的新平台新载体

□郑 旗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覃
岩峰）昨日，在 2021中国（郑州）
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现场，中国
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
心）发布《2021世界旅游城市蓝皮
书》。蓝皮书以全球108个城市为
样本，从旅游城市竞争力、文化丰
富度、商业环境、未来生活等多个
维度，分析全球旅游城市所处位置
以及发展趋势，其中，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成都、西安、杭州、南
京、天津、哈尔滨等10座城市入选
世界游客向往的中国城市榜单。

蓝皮书提出，一座优秀的世界
级旅游城市，应当能够是以旅客满
意度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拥
有优质的生活环境，具备优越投资
环境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城市。
蓝皮书依据城市文化丰富指数、成
熟商业环境指数、城市未来生活指
数等指标进行测算，最终形成世界
旅游城市竞争力榜单前 20、世界

旅游城市文化丰富度榜单前 20、
世界旅游城市商业环境榜单前
20、世界旅游城市未来生活榜单前
20等内容。其中，伦敦、东京、纽约、
巴黎、洛杉矶、北京、上海、香港等城
市入选竞争力榜单；伦敦、巴黎、纽
约、莫斯科、东京、罗马、北京、香港、上
海等入选文化丰富度榜单；东京、伦
敦、巴黎、纽约、莫斯科、罗马、大阪、
首尔、上海、北京、香港等入选商业
环境榜单；纽约、东京、洛杉矶、北京、
上海、深圳等入选未来生活榜单。

蓝皮书指出，国际旅客正在逐
步加深对中国城市的了解，普遍对
北上广深更为熟知。国外旅客除
了游览中国独特的山水风光和文
物古迹外，也有较多国外旅客参与
更具体验性的美食烹饪、乡村度假
和文化艺术活动。国内城市在进
行海外推广工作时，应当不断丰富
实用信息，提升国际游客对中国旅
游的熟悉度和吸引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
际宾 王治） 4月21日，国际旅游
城市市长论坛与会嘉宾经过深
入研讨，就旅游城市建设和城市
旅游发展形成共识，大会发布
《2021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
市长论坛共识》。

《共识》认为，城市是重要的
客源产出地，也是主客共享美好生
活的目的地，更是旅游业创新发展
的策源地。旅游能够带来市场繁
荣，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在城市
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关
键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市场繁荣和科技创新有
助于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持续提
升。旅游城市应以市场繁荣为导
向变革发展模式，以科技创新为
动能拓展生活场景，推动实现城
市与旅游和谐共生、旅游与产业
融合发展，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共识》指出，旅游城市发展
正面临着全球范围的安全、环
境、贸易政策、公共卫生、技术创
新等多重因素影响。为积极应
对这些挑战，既需要文化、经济
和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也需要

城市在旅游领域的全方位合
作。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持续推动文
化与旅游融合，用科技赋能城市
旅游，厚植旅游城市优势，实现
旅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焕发旅游
城市的生机活力，有效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共识》倡议，应深入交流旅
游城市发展的实践经验和创新
思路，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对
话，进一步拓展政府、业界、教
育、研究、文化、传媒等领域多样
化的交流机制，以及多层次的对话
平台，构建城市旅游共同体，为世
界旅游的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旅游促进
计划”为国际旅游城市发展和交流
合作带来了巨大推动。旅游城市
应当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
动“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中发挥更
大的建设性作用。

《共识》承诺，旅游城市之间
将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深化合
作，在守望互助、互惠共赢中，为
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
能、新活力，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021世界旅游城市蓝皮书》发布
世界游客向往的中国城市
北上广深等十城上榜

《2021中国（郑州）国际旅游
城市市长论坛共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