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论坛整体安排，9 月 14 日至 16 日开启
前期预热，举办“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中外媒体
黄河行采访调研活动。9 月 16 日，论坛嘉宾报
到。9月17日，举行主论坛会议和4个分论坛交流
研讨，会商讨论并发布《世界大河文明论坛·郑州
宣言》。9月18日，进行参观考察。

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A03
2023年9月12日 星期二

统筹：胡田野 编辑：叶霖 美编：王艳 校对：亚丽

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9月16日~18日举行

全景式展现大河文明之美
以“文明交流互鉴·发展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将于9月16日至18日在郑州举行。9月11日下

午，文化和旅游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论坛的相关情况。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石泽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玉国，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周耀霞，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明出席发布会。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郭韬略 马健 北京报道

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
坛（中国·郑州）由文化和旅
游部、人民日报社、国家文
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外交部、水利部作为支
持单位。论坛旨在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
弘扬黄河文化，进一步提升
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论坛的举
办，既搭建起了弘扬黄河文
化的重要平台，也打造了促
进文明互鉴的重要纽带，同
时也是履行赓续文化使命

的重要担当。
据介绍，本届论坛拟邀

请嘉宾约 360人，其中国外
嘉宾 60人左右、国内嘉宾
300人左右，包括了世界重
要大河流域国家代表、驻华
使节、专家学者，黄河流域
沿线省（区）领导和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及文明发展研
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领
域的专家学者。

论坛主题确定为“文
明交流互鉴·发展共创未
来”，旨在通过展示中华文
明探源重要成果、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成就，搭建文明探源、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学术研究交
流平台，推动中华文化更

好地走向世界。围绕主论
坛定位，还设置了世界大
河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
鉴、中华文明与黄河文化
传承弘扬、华夏文明与世
界文明对话、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4个
分论坛，主论坛与分论坛
之间相互支撑，形成有机
整体。

论坛将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把坐而论道
与实地体验相融合，举行各
类活动，通过专题报告、交
流讨论、成果发布、实地考
察、文化展演等不同方式，
多侧面、多角度、全景式展
现大河之美、文化之美、文
明之美。

为践行全球文明倡
议，推动世界各大河流域
文明的研究交流互学互
鉴，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
坛，专门设置了“多样性
与交流互鉴”分论坛，邀
请来自哈佛大学、剑桥大
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知
名大学的教授，以及来自
埃及、印度、伊朗、俄罗斯
等地区研究古代文明的
近 20位考古学家，将与
国内 28家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 40多位专家学者共
聚一堂，围绕“全球视野
下的古代文明研究”展开
为期两天的学术交流。

分论坛上，16位国内
外专家将围绕考古学文
化、聚落考古、环境考
古、科技考古、农业考

古、城市考古、社会学等
方面发表主题演讲，分
享古代文明和历史遗迹
的最新发现、交流学术
思想，讨论考古学及相
关领域进展和研究成
果，持续推动世界不同
国家和地区关于古代文
明研究的实践探索。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长王巍表示：“我们力争将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打造成
为中国考古学成就和中华
文明的重要展示平台、增
强各国学者交流的国际化
学术平台、以考古学为代
表的各领域学者开展创新
性探索的重要合作平台，
助力中国考古学国际化传
播及中国考古国际话语权
的构建。”

16位国内外专家将发表演讲
围绕考古学文化等主题

作为 2023世界大河文
明论坛的承办方和东道主，
郑州市在前期已经做了大
量的筹备工作，以期通过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地标和
线路，精心设计安排多项
文化活动，讲述具有郑州
特色的黄河故事，推动黄
河文化“活”起来、“火”起
来。此外，本届论坛的会
标也在 11日的发布会上精
彩亮相。

本次论坛期间，郑州市
将充分用好郑州是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核心区
域这一优势，组织“行走河
南·读懂中国”中外媒体黄

河行活动，邀请中外媒体围
绕黄河文化主要内容及其
蕴含的时代价值等进行采
访调研，以媒体视野发现、
挖掘、讲述黄河故事，弘扬
黄河文化、推动交流互鉴。

郑州市还精心策划了
一些线路，选取河南博物
院、黄河博物馆、郑州商代
都城遗址博物院、郑州商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郑州黄
河文化公园等独具特色的
文化地标，以及郑东新区金
融岛、如意湖，黄河生态廊
道等城市发展的形象窗口，
精心设计了实地考察线路，
让与会嘉宾在交流研讨的

同时，实地感知大河文明的
璀璨、中原文化的深厚，全
面展示郑州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成果。

论坛前后，第三届黄河
文化月系列活动也持续进
行，主要包括微博文化之
夜、中华经典诗词论坛、中
国（郑州）黄河合唱周、中国
（郑州）国际街舞大赛、“致
敬香玉”纪念人民艺术家常
香玉活动、“第三只眼看中
国”国际短视频大赛等 28
项文化活动，通过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黄河
文化“活”起来、“火”起来。

论坛邀请大咖约360人
一起追溯古代文明记忆

中国黄河合唱周、中国国际街舞大赛等
28项黄河文化月活动持续进行

会标意义
会标：指纹蕴藏着人类基

因密码，首届世界大河文明论
坛会标以指纹为底色，代表文明
研究是人类共同的话题。以甲骨
文“河”字为主体，体现了黄河文化、中
华文明的重要元素，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目
前发现商代最早的甲骨文就出土于河南。会标整体设
计体现了河流与文明的关系，呼应了“文明交流互鉴·发
展共创未来”的论坛主题。

桃花峪大桥横跨黄河两岸，通达南北（资料图）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徐宗福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