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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本报讯（记者 张华 通讯
员 海涵）7月2日，一支身着灰
色工装的队伍深入乡村，为村
民筑起一道坚实的燃气安全
防线。盛夏时节，郑州华润燃
气“润燃牛师傅服务队”在广
武镇大师姑村掀起燃气安全
宣传与隐患排查热潮，以实际
行动践行全会精神。

“大爷，您家这台燃气灶
用了多少年了？知道已经超
期了吗？”村民王大爷家中，

“润燃牛师傅服务队”的郭师

傅蹲下身，仔细检查着灶具的
每一个部件。当得知这台灶
具已“服役”10年之久，且密封
件已明显老化时，郭师傅赶紧
提醒王大爷。

在大师姑村，天然气普及
率较高，燃气具“超期服役”需
要特别关注。经安检发现，村
内部分村民的燃气热水器、灶
具已超过“8年判废”期限，部
分设备甚至存在密封老化、燃
烧不充分、烟道破损等严重安
全隐患。

《河南省城镇燃气管理条
例》中明确提出“及时更换国
家明令淘汰或者使用年限已
到期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
以及其他配件等”要求，郑州
华润燃气“润燃牛师傅服务
队”迅速行动，将安全宣传与
隐患排查相结合，为村民提供

“一对一”的精准服务。
活动现场，郑州华润燃

气在咨询台展示了合规燃气
具模型，并演示了烟道规范
安 装 流 程 。 服 务 队 提 醒 村

民：“选购热水器要认准 3C
认 证 的 强 排 式 或 平 衡 式 机
型，灶具必须带有熄火保护
装置。”针对老年群体，服务
队还提供了上门检测、协助
预约换新等便民措施。

“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
强调，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着
力提升乡村发展建设治理水
平，加快建设富有郑州特色
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们
也将用实际行动践行全会精
神，将继续扩大安全宣传覆

盖面，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
特点，制订更加贴近村民需
求的宣传方案，为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贡献力量。”郑
州 华 润 燃 气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与政
府部门的深度联动，共同守
护好万家“烟火气”。

郑州华润燃气“润燃牛师
傅服务队”用脚步丈量安全，
用汗水守护平安，将全会精神
转化为实际行动，为乡村燃气
安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建设窗口
华夏文明在此可知可感

郑州这片土地上有着灿
烂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新
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
址、大河村文化遗址以及商代
都城遗址都是见证早期华夏
文明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历史
遗产，加快建设全景式文明展
示体系，离不开对文化遗产的
传承保护，当文博“热”起来，
当文物“活”起来，一座城市的
文明展示窗口正徐徐打开。

“原来我们脚下的土地，
竟藏着如此厚重的历史。”今
年五一假期，郑州商都书院街
考古工地摇身一变成为“沉浸
式历史课堂”，市民杨女士手
持“宝藏任务书”，漫步在3600
年的“时光长廊”，听着专业考
古工作者的讲解，看着文物修
复的流程，感叹着“文化假日”
的悠闲时光。

不只“黄帝故里”，郑州也
是“唐青花”的故乡。5 月 23
日，国内首个唐代青花瓷专题
展“丝路华章——大唐青花瓷
瑰宝展”在郑州开展，这场几
乎囊括了国内所有存世唐代
青花瓷的主题展览，吸引瓷器
爱好者与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话巩县窑悠久历史，并认定
郑州是唐代青花瓷的故乡。

裸眼 3D让彩陶“星象纹”
动态流转，拟真实景结合数字
技术为游客打造“声画合一”

的观展体验……6 月 14 日，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当天，承载着 7000 年仰韶文
明记忆的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新馆正式开启试运行，这座集
文物展示、科技体验、文化传
承于一体的现代化遗址博物
馆当下已然成为人们争相预
约的文化窗口，吸引游客打卡
体验。

接触考古零距离、挖掘
城市新名片、建设现代博物
馆……从展览展示到参与体
验，璀璨的华夏文明正在通过
不同文化窗口完成展示，华夏
文明在这座城市正在变得可
知可感。

讲好故事
文艺之花绽放群众心田

一部电影《少林寺》，让少
林功夫火遍大江南北；一部舞
蹈《唐宫夜宴》，让俏皮可爱的

“唐宫”小姐姐将互联网热度
席卷。讲好郑州文化故事，离
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
与活化利用，也离不开与时俱
进的投入创作，在郑州这片文
化沃土上，艺术创作大有可
为，动人故事讲述不尽。

在过去的2024年，由郑州
歌舞艺术中心打造舞剧《水月
洛神》在“全省旅游发展大会”

“情暖新春”等舞台向省内外
观众完成展演，收获好评不
断；舞蹈《唐宫夜宴》长盛不

衰，在上海、成都、哈密等地登
台亮相，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此外，舞蹈《象形之“中”》入围
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古典舞终评，杂技《立绸舞》登
台江苏卫视跨年之夜，一部部
根植于中原文化、凸显郑州特
色的文艺作品正焕发着属于

“文化郑”的迷人色彩。
如今，优质文艺作品不仅

绽放在盛大舞台，也在掌声与
欢呼声中向基层走去。戏台
一搭，锣鼓一响，由郑州市戏
剧艺术保护传承发展中心、郑
州歌舞艺术中心（郑州歌舞剧
院）、郑州市杂技团携手打造
的 2025 年郑州市“舞台艺术
送基层”系列演出就已经在今
年 5月开启“全市巡演”，无论
是在繁华商圈还是在乡镇市
集，演出将文化惠民落到实
处，文艺之花也因此绽放在江
湖之远。

打造旗舰
文旅文创IP闪耀光彩

盯准“天地之中、黄帝故
里、功夫郑州”城市品牌，就是
打造城市旗舰 IP 的“文旅密
码”。近年来，郑州正在培育
一批文旅文创旗舰劲旅，为城
市品牌建设与文旅文创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024年，郑州银基国际旅
游度假区获评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郑州记忆·1952油化厂

旅游休闲街区入选国家级旅
游休闲街区，新增管城郑州商
都文化旅游区、中牟郑州海昌
海洋公园、巩义青龙山生态文
化旅游区 3家国家 4A级旅游
景区。城市更新的同时也让
文旅产业迸发生机，利用城区
老旧厂房、老街区改造建设而
成的二砂文创园、油化厂文创
园、阜民里等一批潮玩文创园
区，如今已经成为年轻人喜
爱、烟火气纵横、文娱活动不
断的旅游消费目的地。

如今，郑州已经涌现出一
批代表城市特色、彰显城市品
牌、具有影响力的文旅 IP。以
戏剧形式讲述中原文化与河
南历史的“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也成为吸引外省游客的重
要目的地；外国“网红”现场直
播，NBA 球员拜师学艺，无数
国外游客前来打卡的“少林
寺”依然是郑州建设世界级旅
游城市的“滩头阵地”。冠以

“旗舰”之名，郑州文旅 IP正在
闪耀十足光彩。

融合发展
文旅强市建设迈步向前

当仰韶文明随大河村遗
址博物馆新馆开放被人们重
新关注，当“考古工地开放
日”走入市民群众中间，古老
商都时刻都焕发着“文艺范
儿”；当戏剧与历史文化相结
合，当非遗表演成为景区的

“压轴好戏”，移步易景，便是
文旅融合的诗篇。促进文商
旅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全国
重地，建设文旅强市和世界文
化旅游胜地，郑州，正在书写
着它的“文旅答卷”。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
收官之年，也是全市文化旅游
工作多元融合、转型升级的再
出发之年。市委十二届八次
全会再次对全市文旅文创高
质量发展的具体工作擘画了

“路线图”与“任务书”，指引各
项工作向前开展。

为建设文旅强市和世界
文化旅游胜地，有关单位正积
极推进将嵩山少林景区纳入
世界级旅游景区培育对象，推
进黄帝故里景区申报创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推进忆江
南旅游度假区申报创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推进中铁·泰
和里申报创建国家级旅游休
闲街区，多管齐下，一批特色
优质的“旗舰劲旅”早已蓄势
待发。

文旅融合归一脉，千年商
都满目新。未来，郑州将继续
落实文物保护传承、抓好精品
内容创作、做强演出演艺经济、
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再乘上“微
短剧”产业东风，文旅强市建设
势必乘风破浪、多点开花。
本报记者 李居正/文
徐宗福/图

一线探访 “润燃牛师傅”下乡，用行动守护好万家“烟火气”

擦亮城市品牌
讲好郑州文化故事建设文旅强市

在郑州，文旅融合能有多少种样式？功夫文化与千
年古刹相结合，少林寺名扬四海；黄帝文化与根亲文化
相连接，“黄帝故里”成为城市名片；建筑文化与“天地之
中”相碰撞，8处11项历史建筑星罗棋布于大好河山。

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对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奋力建
设文旅强市提出了新的要求。全会指出，要加快建设全
景式文明展示体系，讲好郑州文化故事，培育独具特色
的文旅文创旗舰劲旅，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加快建设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全国重地，建设文旅强市和
世界文化旅游胜地。

近年来，郑州市深入贯彻落实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叫响“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
郑州”城市品牌的同时，全力打造具有中华特质、中原特
点、时代特征、世界特需的知名旅游目的地城市，推动文旅
产业发展向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不断迈进。

油化厂文创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