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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跟着微短剧去“打卡”的
新潮流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持续实施文旅
文创融合战略，河南文旅的发展目标不
再是从“0”到“1”，而是借助更多方式实
现从“1”到“100”的跨越。而微短剧作
为一种快速传播的媒介，创作周期短、
成本低，可以有效地扩大河南文旅的影
响力、辐射力。

省工商联建议，设立“微短剧+文旅”
专项扶持基金，让从业者享受到实打实
的优惠，使其更有底气地去为文旅内容
量身定制出专属的微短剧产品，避免资
本运作侵蚀文化价值。打造微短剧全产
业链生态，建立微短剧产业生态合作服
务平台、培训孵化基地，打造省、市级的
微短剧产业园，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培养
一批能创造新模式短剧的专业团队。

“微短剧的核心是内容创作，而文
旅产业的核心是服务体验。”省工商联
认为，应由省文旅部门牵头，聚焦“中华
文明起源和文化传承故事”“黄河文化故
事”“轩辕黄帝文化”等核心主题内容，组
织实施“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创作行动
计划，促进微短剧与河南传统文化、旅
游资源、线下经济融合交汇，推动一批
省、市级实体取景地跟随微短剧的热播

“出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
式。打造跟着微短剧去“打卡”的新潮
流，开发与微短剧相关的周边产品，如
服装、饰品、纪念品等，进一步扩大微短
剧的市场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记者 赵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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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委员热议全面提升河南文旅品牌影响力

建议设立“微短剧+文旅”专项扶持基金
“提升黄帝故里、老家

河南、华夏古都、中国功夫
等 IP影响力，增强‘行走河
南·读懂中国’品牌效应。
加快建设黄河古都群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支持郑州、
开封创建国家级文旅消费
示范城市……”省两会上，
聚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重点工作任务，委员们谈
感想、谋实招、献良策。

加快建设
河南文化艺术数据库

如何让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在省
政协委员程青梅看来，我
省需要进一步加大考古发
掘力度、科技赋能力度，以
新技术、新业态、新规模赋
能 5000 年文明底蕴，焕活
文化遗存的时代价值，打
造“考古强省”“文化强省”
的超级 IP品牌。

程青梅说，当前针对河
南文化艺术资源数字化的
建设尚待深入，还未形成
系统全面的文化艺术数据
库，进而导致这些珍贵的
文化资源在整合、保护、传
承、利用等方面面临一些
问题和困难，难以充分发
挥其在文化强省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

围绕加快建设河南文
化艺术数据库，程青梅建
议，加强组织领导与沟通
协作，加大政策支持与人
才培养，组织开展河南文
化艺术资源普查工作，按
照地域、类别等维度，对物
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艺术、民俗文化
等进行详细梳理，深入乡
村、社区、文化场馆等地，
通过实地走访、文献查阅、
民间征集等方式，确保无
遗漏地摸清文化艺术资源
底数。建立统一的文化艺
术资源数据标准和规范。
明确各类文化艺术资源的
数据格式、分类方式、著录
规则。用先进的数字化技
术，对各类文化资源进行
图像、音频、视频、文字等
形式的数字化采集，再进
行 细 致 的 整 理 与 专 业 加
工，最终实现资源的整合
与共享，搭建文化艺术数
据库。

“书院是古代的人文大学、国
学重镇，当代书院的发展也呈现出
蓬勃之势，许多新型书院不断涌
现，并对当下文化建设产生着积极
影响。”省政协委员常艳建议，要推
动现代化新型书院建设守正创新，
打造与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需要相适应的新型文化载体，
把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
起来、传播开来。

常艳认为，现代化新型书院建
设应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核心，打造新型文化载体：
通过创新教育模式、加强智库建
设、搭建交流平台、完善社会服务
功能以及建立评估与反馈机制等
措施，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与发展。新，即新思路、新
话语、新机制，守正不守旧、尊古不
复古，将古时风华与当代价值有机

结合。书院的发展应具备文化架
构能力和学术支撑，具备跨地域、
跨行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在新媒体
语境下开展普及传播，弥合空间距
离。同时注重跨学科的教育合作，
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开展好国际文化交流工作。

常艳表示，未来，嵩山书院将
持续打造与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需要相适应的新型文化
载体；持续开展高等人文科学的研
究与交流，开展文明对话；持续参
与文化惠民工程，推广全民阅读，
办好嵩山大讲堂；持续推动与海内
外大学、国际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合
作，与海内外的华人书院共享共
建；拓展文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场
景，积极参与到河南兴文化工程、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建设和
“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中。

推动现代化新型书院建设守正创新

在如火如荼的文旅事业发展
中，河南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对河
南文旅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
梳理，全面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发
展路径已是当务之急。

“我们要在‘行走河南·读懂中
国’品牌引领下，着力打造‘最早中
国’、少林、太极、根亲、姓氏等支撑
品牌，支持凸显地方特色的区域品
牌、跨地市合作的联合品牌以及文
旅 IP 创设品牌建设，构建品牌梯
队，全面提升河南文旅品牌影响
力。”民进河南省委会建议。

同时，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考古
遗址公园+文博场馆等文旅文创综
合体。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探索
智慧文博馆及公园建设。主动对接
高品质、高流量信息载体，实现资源
信息嵌入，增强 IP价值。建设“博物
馆群+大遗址公园”展示体系，形成

国家公园的规模化效应。开发“行
走河南·读懂中国”“考古中国”等系
列精品线路，增强体验感。

“在‘文化自信自强’‘乡村高质
量发展’的时代语境中，激活乡村非
遗刻不容缓，这既是守护文化根脉
的使命担当，更是夯实乡村振兴根
基的务实之举。”省政协委员张晓亮
建议，省文旅厅应担当主责，联合高
校、科研院所及专业文化机构，发起
成立“乡村非遗挖掘智库联盟”。对
标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铸魂”要求，
制订系统的非遗普查与深度调研方
案，整合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
学科力量，投入专项经费。省农业农
村厅协同文旅厅，聚焦“三产融合”发
展路径，挖掘乡村特色产业与非遗契
合点，打造一批集非遗体验、农事观
光、农产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田园
非遗综合体”示范项目。

全面提升河南文旅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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