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初，郑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挂牌成立，“诗和远
方”从此牵手前行。

在郑州这片沃土，灿烂
悠久的文化深深印在城市的
血脉里。中华文明在郑州奠
基、泱泱“中国”从郑州源起，
郑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商都
文化、黄河文化、嵩山文化、
黄帝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等
滋养着这座美丽的城市。郑
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王
刚伟说：“近年来，要说郑州
旅游业的发展变化有多大？
中牟旅游的发展变化堪称其
中一个缩影。”

位于郑州开封两大城市中
间的中牟县，地理位置可谓十
分优越。但此前，说起中牟旅
游，鲜有人知。中牟县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变化从 2010年开始。这一
年，郑州绿博园建成并开业。
此后，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的
一期、二期、三期相继开业，目
前年均接待量500万人次以上，

凸显了我省日益增长的旅游消
费新需求，反映了从景点观光
游向休闲游、全域旅游转变的
时代变化。

除此之外，建业华谊兄弟
电影小镇、只有河南主题公园
迎宾，郑州海昌海洋公园、华
强美丽中国三部曲等大型文
旅项目加紧建设。郑州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分析说：“当前，郑州正在努力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旅
游目的地，旅游业有信心以大
项目、新业态为抓手，不断推
出新亮点、新玩法，促进我省
旅游产品由观光游览向休闲
度假转型。”

旅游是城市发展活力之
源，生动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文
化底蕴和百姓生活幸福指
数。种种事实表明，蓬勃发展
的旅游业正助推开放的郑州
快速融入世界，以全域旅游为
引擎，郑州旅游在提升城市美
誉度、扩大城市影响力、优化
经济结构等方面正发挥着“加
速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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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远方”牵手同行

文旅融合新格局 快旅慢游新郑州

全域是景区、处处是景观、
村村是景点、人人是导游……
围绕全领域覆盖，郑州旅游不
再局限于单个景点，而是从单
一、平行向多元、纵深发展，“景
点旅游”向“全域旅游”逐步转
变，带动郑州多个县（市）区以
“旅游+”为引领，加速旅游产业
融合，催生旅游与文化休闲、体
育竞技、通用航空、影视制作等
深度融合的新型旅游产品。放
眼全市，文化旅游、乡村旅游、
商贸旅游等新业态层出不穷。

媒体报道的一组数据足以
让人兴奋：目前郑州规模以上
文化企业556家，文化及相关产
业增加值340亿元，占全省总量
的 25%；全市旅游企业 1500余

家，A级景区40家，星级饭店83
家，旅行社 304家，导游近 3万
人，约 150万旅游从业人员。
2018年，郑州旅游总收入突破
1300亿元，旅游接待总人数突
破1.15亿人次。2019年郑州旅
游业收入为河南省第一，收入
1598.6亿元。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
叠加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等
活动开展，极大激发市民和游
客的出游欲望，郑州共接待游
客 10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57.6亿元。

在全域旅游推动下，旅游
业在各县（市）区遍地开花。荥
阳先后建成古柏渡飞黄旅游区

等一批旅游休闲项目，举办亚
洲象棋嘉年华、嫘祖文化节等
国际性重要节会，打造“一带五
区”都市型现代观光农业示范
区；登封先后引进和对接投资
70亿元的嵩山国际文化养生度
假区……

王刚伟指出，这些数据表
明，作为郑州“五大战略支撑
产业之一”的文化旅游业，已
成为郑州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力
量。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
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工
作思路，郑州正以文化提升旅
游的内涵品质，以旅游促进文
化的传承弘扬，书写“诗和远
方”的新篇章。

让文化旅游“美”起来、文
旅品牌“亮”起来、文创资源“活”
起来，文化旅游业正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亮丽名片，装扮着新时代
更加出彩的魅力郑州。

目前，“中国·郑州少林功
夫旅游推广中心”在俄罗斯莫
斯科设立，使功夫之都分外出
彩。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
少林武术节、国际旅游城市市
长论坛、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
等活动的举办，也使城市旅游
形象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河南大学旅游系教授王伟
红说，除山水、文化传统强项之
外，演艺、娱乐、科技、主题乐园、
温泉、漂流、体育探险等多品类
新兴业态旅游也蓬勃而起。

近两年节假日期间，蝶湖、
北龙湖及市区各大公园、商圈
迎来大量市民和游客，都市休
闲旅游备受青睐。今年五一，

郑州市第25届月季花展在月季
公园和植物园同时举行，吸引
众多市民。“芝麻街·公园里”人
气爆棚。正弘城、国贸 360、大
卫城、万达广场等商圈人潮涌
动，德化步行街、二七广场周边
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场所消
费需求旺盛。

发展全域旅游的过程中，
旅游新业态也日益融入郑州人
的生活。在巩义等地，不少农
户易地扶贫搬迁后空出的老旧
房屋，成了开发民宿的资源。

伴随着旅游消费新趋势
的变化，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开启超长营业的“白+黑”模式；
郑州方特欢乐世界及方特梦幻
王国延长营业时间至晚上8时；
而位于荥阳的江南春旅游度假
区，更是因其休闲加亲子项目
的巧妙设置，日益成为市民周
末、假日短途游的“新宠”。

“不发展旅游只能是贫困
的美丽，发展旅游才是富裕的
美丽。”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
责人说，全域旅游的新时代，游
客到达景区后该怎么规划游览
线路、住哪里、吃什么？如今，
这些问题在河南很多景区都已
不是问题。少林寺风景区等景
区，突出“互联网+文化”智慧旅
游，刷脸入园、微信购票、互动
体验等酷炫十足。

智慧便捷的功能、周到细
致的服务，一系列务实有效的
举措“留住了老游客、吸引了新
游客”，释放了郑州旅游业发展
的强大活力。郑州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通
过城市大脑平台，实现了‘郑州
文旅云’‘码上游郑州’智慧小
程序与‘郑好办’等信息平台的
联网联动，为游客提供更加优
质的文化和旅游服务。”

随着熟悉的《唐宫夜宴》旋律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轩
辕堂响起，14位“唐宫小姐姐”惊艳登场，为现场观众献
上精彩的舞蹈。这是“2021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
长论坛”的序幕，令人瞩目的全球旅游“思想盛宴”再次在
郑州开启。

文化和旅游相伴相生，诗与远方交相辉映。在推进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关键时期，郑州市
加快文旅融合步伐，助推全域旅游跨越发展和文旅产业
转型升级，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郑州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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