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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资源转化创新的
时代价值

有利于构建新经济支撑
点。郑州探索历史文化资源
转化创新体系，深入挖掘利用
优秀文化资源、人文精神等文
化要素向产业化转化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产业价值，增加
城市文化附加值，加速产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创新多元文化
场景和文化产品，完善文化产
业体系，增强文化改革发展动
力，激活文艺精品创作活力，
引领文化的新型业态。以文
化“活起来”带动经济“飞起
来”，打造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支撑点，让郑州经济实现
可持续性循环发展，进而提升
郑州城市文化对外影响力和
吸引力。

有 利 于 提 升 城 市 竞 争
力。郑州着力激活历史文化
资源，带动城市文化传承弘
扬，是增强郑州城市竞争力的
关键举措。以深入传承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加强文
化的保护和利用，有效整合区
域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
源、旅游文化资源等资源优
势，增强郑州区域文化在全球
市场中的独特性和竞争力，让
富有中原华夏文明特色的文
化资源实现价值最大化，加速
区域内文化资源向多元素的
文化产品转化，加快文化资
源 优 势 向 产 业 发 展 优 势 转
化。以文化发展带动城市综
合竞争力的提升，为郑州营
造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进
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吸引大
量技术、资源、资金和人才，
切实提升郑州的文化影响力
和辐射力。

推动文化资源向文旅文创
产业转化

加 快 培 育 特 色 文 旅 项
目。立足郑州文化资源优势
价值，突出地域特色与文化个
性，以文化资源为支撑，构建
科普游、历史游、研学游、民俗
游、生态游等 5 大特色文化
游。如以嵩山“世界地质博物
馆”“天地之中”观星台为载
体，打造自然科技科普旅游线
路；以“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项
目为载体，构建黄河文化、仰
韶文化探源旅游线路；以嵩阳
书院、少林寺、中岳庙为载体，
打造研学旅游线路；以少林功

夫、小相狮舞、苌家拳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载体，构建民俗
体验旅游线路；以黄河为载
体，构建生态休闲旅游线路。
将文化内涵融入旅游项目，增
强文化旅游内容的深度，扩展
文化资源转化的多样性，增强
文旅吸引力与产业竞争力。

加 快 创 新 文 旅 文 创 融
合。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双创”发展，推动历史文化资
源的转化、创新和创意的融合
转化，培育一批文创企业和园
区，建立文创平台和载体；塑
造一批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
文创 IP，打造文创街区、文创
品牌、文创艺术等富有时尚IP
的文创产业链。加大非遗资
源与创意设计、数字技术的融
合，推动非遗与休闲康养旅游
产业、文化娱乐旅游项目融合
发展，带动郑州艺术、文物遗
产、名人、非遗等文化资源实
现产业聚集型转化利用，全
面推进全市文旅文创产业的
改造提升。围绕名人名家、
神话故事、民俗民风等文化
资源进行演艺创作，构建数
字化演艺文创精品，以“商都
郑州”为主题，转化成电影、
电视剧、动漫、网游、短视频
等，通过线上线下形式进行
传播，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
需要，提升文化旅游资源和
文创品牌的知名度。

推动文化资源向数字
产业发展

加快发展数字化文旅产
业。加快布局郑州文旅元宇
宙的产业板块，搭建郑州文旅
元宇宙科技融合中心，组建

“元宇宙+”创新科研团队，推
动元宇宙与跨行业的虚实融
合建设项目，打造“数字艺术
藏品+景区+文创”的模式，依
托郑州文化资源、旅游产品等
优势与科学技术资源相结合，
助力郑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开展中华文明、华夏文明
等主题打造IP、设计景区沉浸
式体验云端、发行旅游盲盒、
创造郑州旅游数字代言人等，
增加数字产品的内容交互能
力，提升数字产品多样性和趣
味性，打造沉浸式消费、网络
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潜
力，促进文旅产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发展，最终实现
数字文化赋能实体经济大局。

加 速 动 漫 产 业 转 型 升

级。主动搭建与动漫企业数
字战略合作框架，积极推动专
业团队开展数字技术、元宇宙
技术创新和创意产品研发生
产。一是实施“郑州数字文化
创作”扶持项目，激励全市各
县区充分发挥各地文化资源
优势，按照“一区一特色”的目
标，开展文化传承创新专项工
作。如开展围绕“黄河文化”

“仰韶文化”为主体的动漫创
作项目，以动漫手段激活郑州
文化基因。打造“黄河故事”
系列动画，诠释黄河精神；打
造“仰韶动漫家族”城市吉祥
物等创作产品，通过数字艺术
创作和数字技术表现形式，让
文 化 具 象 化 ，动 起 来 、活 起
来。二是实施“动漫融合示范
基地”项目。依托郑州高新区
众多文化和科技创投企业，加
快形成涵盖动漫艺术形象创
作、网游产品生产供应和运营
的完整产业链，促进动漫产业
与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等
产业融合，让数字动漫技术赋
能文化产业新业态转化。三
是推动数字人才定向培养项
目。依托高校美术、动漫、互
联网媒体传播等专业，开展定
向 教 育 和 定 岗 实 习 培 育 计
划。提升郑州整体数字化技
术人才储备，又可以为郑州营
造良好的引资招商人力资源
环境。

培育数字化会展庆典。
创新文化会展与文化创意产
业的融合发展，打造郑州文化
创意产品展销会, 如最近两年
的“山河祖国 古今辉映”郑州
文创闪耀中原文博会和“诗和
远方”相辉映“山河祖国”文
旅会展，是探索数字化技术与
文化会展融合模式非常成功
的例子。利用多媒体、动画技
术、裸眼3D等应用，将文化创
意产品与会展相结合，打造具
有沉浸式体验的文化创意展
会，通过数字化技术展示郑州
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历史价值，
不断刷新郑州的知名度，也为
郑州旅游、文创、交通等行业
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收益。在
会展业吸引更多人了解郑州
的基础上，应积极打造庆典会
展品牌。利用数字技术，打造
云上节庆活动，研发数字衍生
产品，推出云上数字文化节庆
项目，提高社会参与度，增强
节庆活动体验感。
（作者系郑州市社会科学院历
史文化所助理研究员）

平安郑州建设交出满意答卷

多措并举深化“三零”创
建。郑州市依托郑州智慧政
法平台，建设“三零”平安创
建信息平台，横向打通公安、
信访、应急三专班和十五个
工作组，建立市、县、乡、村直
至创建主体的直报系统，2022
年郑州市3236 个行政村（社
区），108843个企事业单位已
完成数据接入，提高了市域
社会治理一体化水平。

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依托《关于建立

“最多跑一地，一码解纠纷”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
意见》，搭建了全市统一的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智能化
信息平台。实现群众少跑
腿，通过“郑好办”APP 或微
信扫码即可登记提交纠纷、
反映诉求、线上调解；实现
线上互通联动，市、县、乡、
村四级共用共享，实现信息
直采、数据直传、任务直达、
问题直报，形成郑州市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一盘棋”。

多方合力，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2023 年 2 月，郑州
市创新设立“企业服务法律
工作站”，其中郑州市13家，
各开发区、区县（市）33家，为
企业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
服务。2023年郑州市人民检
察院全力优化法治营商环
境，深入推进涉案企业合规
改革，建立健全第三方监督
评估机制，制定企业合规办
案指引等 3 份规范性文件，
2022 年选派 88 名检察服务
专员，服务29个重点项目和
57 家企业。2018—2022 年，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下属
基 层 院 审 结 破 产 案 件 678
件，盘活资产 275.3 亿元，帮
助72家企业脱困重生。

平安郑州高水平建设的路径

依托互联网助力社会治
理。一要以互联网为依托，
维护网络安全，为群众建立
起安全的网络防御体系，打
造“互联网+社会治理网络”
的体系，从技术上降低基层
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升公
共安全等监测水平、分析研
判能力、风险预警能力，提高

基层工作质量和效率；二要
利用互联网技术，打击网络
犯罪，从技术上打破网络犯
罪的犯罪壁垒，依法办理新
型网络犯罪案件，严厉打击
校园贷、套路贷、“投资养老”
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违法
犯罪；三要重视网络暴力违
法犯罪，切实加大网暴治理
力度，有效、科学构建起网络
权益保障体系，保障广大网
民合法权益；四要及时正确
处理网络舆情，及时发声，探
索舆情疏导机制，正确处理
好群众关心的社会事件，避
免网络舆情恶性发酵。

夯实社会基层治理基
础。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人才培育，通过建立健全基
层社会治理人才培养机制，
提高基层工作人员整体素
质，构建专业化队伍；二要整
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
治理模式，充分利用现有的
社会治理工作平台，不断健
全完善“综治中心+网格化+
信息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模
式，实现人民群众进一门能
办事，入一网办成事，实现信
息高度集成融合；三要着力
从根源上减少基层矛盾产
生，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提高各
级工作人员为民服务的意
识，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持续推进法治建设。一
要提高工作人员法治意识和
专业素养，通过加强管理和
培训，严格执法全过程记录，
遵守执法程序，适当公开工
作的执法过程；二要加大对
群众关注的重点领域的执法
力度，避免大规模群体性矛
盾的产生，保障群众生产生
活安全；三要加强法治宣传
教育，有针对性地做到法治
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
村庄，普及与人民群众关系
密切的法律知识，实现遇事
懂法、办事依法、化解矛盾靠
法；四要善于运用互联网优
势，通过发挥互联网短视频、
漫画的优势采取多种形式的
线上宣传，加强社会各阶段
普法教育，全面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
（作者系郑州市社会科学院
实习研究员）

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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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言说

推动历史文化资源转化创新
提升郑州城市文化竞争力

□张璐

郑州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和轴心区，汇聚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重要的华夏文明要
素，具备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良好的文化资源基础、较强的产业转化创新能力和强大的区位辐
射优势。需要整合利用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依托新技术新业态的驱动作用，推进文旅与文创
融合、文化与科技融合，以系统性的机制促进文化资源的转化、传承与创新，全面展示郑州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让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旅游发展动能，持续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

打造“大平安”格局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
□张培斐

平安建设作为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新
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保
障工程。郑州市牢牢把握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郑州要求，以

“大平安”建设为目标，积极融入“平安中国”“平安河南”建设，
多措并举深化“三零”创建，全力构建平安法治环境，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在治安、交通、食品等领域开展各类专项行动，切实
满足人民群众对“平安”的需求，平安郑州建设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