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凡十年，文化出彩。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许昌。”许昌

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原城市
群、中原经济区核心城市之一，在自然
和人文上都有着重要的标识意义。

截至目前，许昌现存不可移动文
物 3817 处，其中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
位 362 处，古遗址古墓葬类文物 1068
处，重要三国文物古迹 32 处，各级各
类博物馆 18 座，国家二级博物馆 2 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项、代表性
传承人 7 人，省级代表性项目 43 个，代
表性传承人 72 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2 家、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 1 家;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6 个 ，旅 游 资 源 单 体
1291 个。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如何让现代
人去触摸、去感受、去体验？

十年来，我市深入挖掘保护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激活文物资源
和文化遗产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让文
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 活 态 呈 现 ，提 高 展 陈 质 量 。

许昌市博物馆、禹州市钧官窑址博物
馆和许昌塔文化博物馆相继建成，展
陈形式、方法不断创新，在数字化引领
上先行先试。许昌市博物馆在 2012
年推出并荣获第十届“全国博物馆十
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精品奖”的《许之
昌——许昌历史文化陈列》，在 2022
年 8 月被评为新时代博物馆百大陈列
展览精品。

—— 应 保 尽 保 ，实 现 双 赢 目 标 。
2016年 6月，我市率先在许昌中心城区
实施考古前置工作。随后，启动编制了

《许昌市区文物保护利用规划》，完成了
灵井“许昌人”遗址保护规划和灵井“许
昌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编制工作。
积极筹措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加大文物
维修力度，提升文物保存现状，达到了
文物保护和利用双赢的效果。

—— 对 外 交 流 ，讲 好 中 华 故 事 。
拓展对外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曹
魏古城景区联合体（含许昌博物馆、春
秋楼景区、灞陵桥景区、曹丞相府景
区）、神垕古镇景区入选“第二批河南
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积极拥

抱新媒体，构建许昌文广旅系统媒体
宣传矩阵，为我市文旅产业“长红”助
力。来自许昌的豫剧《黎明之死》赴加
拿大参加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燕
振昌》《灞陵桥》《撼天情》等 6 部大戏
先后进京演出。连续举办钧瓷文化旅
游节，建成了集钧瓷作品展示、钧瓷制
作体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钧瓷文化
产业园区，钧瓷凭其厚重的文化内涵
频频被选为“国礼重器”亮相于重大国
际场合。

—— 文 创 开 发 ，探 寻 传 统 文 化 。
近年来，由许昌市非遗中心等单位牵
头，连续举办了“名师出高徒”——钧瓷
烧制技艺传承人授徒技艺大赛暨优秀
作品展、许昌市传统工艺展演展示活
动、许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以及
非遗进景区、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
活动等，促进非遗活化利用。“许昌礼
物”从食品、钧瓷茶具到钧瓷文具、手机
挂件，越来越多设计精巧、制作精良的
文创产品，让人们把博物馆“带回家”的
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文物的好奇和兴
趣，进而带火了对传统文化的探寻。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有了文化的加持，旅游就有了内
涵；有了旅游的赋能，文化会更加生动。

近年来，我市不断发挥文旅资源
优势，推动文旅文创融合高质量发展，
全市新增 25 家 A 级旅游景区，其中 4A
级 旅 游 景 区 8 家 、3A 级 旅 游 景 区 13
家，鄢陵县荣获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称号、鄢陵县花都生态旅游度假区荣
获省级旅游度假区称号、禹州市钧瓷
文化产业园区荣获省级文化和旅游消
费示范区称号、神垕古镇和曹魏古城
荣获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称号、
神垕古镇老街荣获省级旅游休闲街
区、襄城县紫云镇雷洞村荣获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称号，还有禹州市鸠山
镇张家庄等 34 个村荣获河南省乡村
旅游特色村称号，长葛市佛耳湖镇等 8

个镇荣获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
称号，全市文旅产品业态日益丰富，旅
游形象塑造成效显著。“曹魏故都—智
慧之旅”“宜居花城—休闲之旅”“神垕
古镇—体验之旅”三大旅游品牌深入
人心，各项文旅宣传推广活动不断展
现城市新魅力。

为推进文旅文创融合发展，2021
年 11 月 18 日，我市成立了高规格的文
旅文创融合发展专班。专班成立后，设
立创办文旅文创融合创新实验室，成立
文旅文创课题组，按照“前瞻 30 年、谋
划 15年、做好近 5年”的理念，编制许昌
市“十四五”文旅文创融合发展规划。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我市认
真规划文旅项目，打造“1+1+3+N”三
国文化精品线路（博物馆+曹魏古城+
春秋楼、灞陵桥、曹丞相府+32 处三国

遗迹遗存）。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打造
数字三国 IP，搭建沉浸式、体验式文旅
消费新场景。拓展地接旅游市场，培
养导游讲解人才，嵌入研学旅行体验
活动，开发新型文旅消费，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

2022 年 7 月，我市策划推出“烟火
人间 清凉一夏”暑期文旅消费活动，
围绕夜游、夜娱、夜宴、夜读四大板块，
组织开展系列文旅消费活动，市文广
旅局主要负责人做客“文旅许昌”抖音
直播间，为旅游景区、旅游饭店、乡村
旅游点等文旅企业加油助力。

演艺进景区、非遗进景区、节会进
景区、院团进景区，一个个活动的开展，
一个个微场景的打造，不断调整和丰富
着许昌旅游的新业态，一幅文旅融合的
新画卷正在许昌大地徐徐展开。

“书香许昌”，一张许昌富有朝气
的文化名片。致力打造公共文化服务
高地，许昌的步伐坚实而笃定。

——公共服务，效能提升。2021
年 7 月，许昌市荣获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称号。在许昌城区，图
书馆、群艺馆、博物馆、体育馆、科技
馆、美术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现代公
共文化设施种类齐全，在城区打造了
35座城市书房，15分钟“文化圈”“阅读
圈”已经形成。县（市、区）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103 个乡（镇、街道办）文化站、
2441 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等全部建设达标，数字化服务平台信息
化管理系统全面启用，广大人民群众文
化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通过

实施六融入：即“融入文艺作品创作、
融入文化活动开展、融入数字文化建
设、融入文化设施建设、融入城市人文
建设、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文化主题广
场、公园）”，加快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

——文艺事业，如花绽放。我市
着力加强文艺精品创排，实施舞台艺
术创作生产奖励扶持政策，获得市级
奖励扶持的项目有 50 多个；先后创排
了《燕振昌》《灞陵桥》《驻村第一书记》

《石榴花开》《曹操与蓝莺儿》等大戏剧
目 40 多部。全市文艺作品先后荣获
国家级文艺奖项 7 项，省级以上文艺
奖项 200 多项。2018 年，许昌市被授
予首批“河南省戏曲之乡”称号；2021
年，许昌市设立全省唯一的“河南省乡

村音乐创作基地”。
——文化惠民，泽被百姓。近年

来，我市积极培育文化志愿服务队伍，
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组织开展了

“舞台艺术送基层”“我们的节日”系列
阅读推广活动、“光明照亮你和我”关爱
盲人系列活动，以及送文化下乡、进社区
等面向基层的文化活动 35000多场次，
惠及线上线下群众数亿人次。持续举办

“欢乐中原·和谐许昌”系列春节文化活
动、三国文化周系列文化活动等，极大地
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千年文化谱新曲，美景四季皆可
游。文化底蕴深厚、发展动力十足的
许昌，正奏响文旅文创融合发展和建
设文化强市的时代强音，以出彩成绩
为许昌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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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2020年 11月在鄢陵县鹤鸣湖举办的全国摩托艇锦标赛

文旅融合共绘“诗与远方”

“许昌文旅这十年，文旅融合共绘‘诗与远方’。”9月 26日，在“非凡十年 出彩许昌”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之“文化繁荣”专
题新闻发布会上，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绍英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系统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发
展稳中有进、持续繁荣，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为加快许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交上了一份优秀的文旅“答
卷”。如今，全市文化产业营业收入达452.52亿元，占全省比重的18.8%，位居全省第二。

这十年，文旅融合步伐铿锵有力；这十年，文旅融合绽放城市新魅力；这十年，文化惠民更加精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显著
提升……

许君以昌许君以昌——文旅文旅““融融””出新画卷出新画卷

彰显魅力彰显魅力——文化惠民文化惠民““润润””无声无声

腹有诗书气自华，
人如此，城亦然。习近
平总书记刊发于《求是》
杂志的重要文章《坚定
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指出：“古
人讲，‘万物有所生，而
独知守其根’。中华文
明延绵至今，正是因为
有这种根的意识。”

历史是城市的根，
文 化 是 城 市 的 魂 。 一
座城市的文化自信，很
大 程 度 上 来 自 它 的 根
和魂。

“ 根 ”怎 么 培 得 茁
壮 ？“ 魂 ”如 何 铸 得 强
大 ？ 这 是 必 须 回 答 的
时代课题，是必须承担
的重大使命。

“闻听三国事，每欲
到许昌。”位于中原之中
的许昌，是华夏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从大
禹文化、汉魏文化，到钧
瓷文化、戏曲文化，再到
花木文化……我市的文
化资源丰富，囊括了人
文 、涵 盖 了 地 理 、孕 育
了民俗，彰显了城市的
魅力。

近年来，在向“中原
文化强市”迈进的征程
中，许昌紧紧抓住时代
机遇，以文化对接产业，
把资源变成资产，在改
善人居环境的同时，打
造 出 一 个 个“ 文 化 地
标”，使三国文化、钧瓷
文化、生态文化、姓氏文
化逐渐叫响海内外；倡
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
许昌”，培育城市典雅气质，让这座古韵新
城由内而外发出璀璨的智慧光束。

气势恢宏的春秋楼、古香古色的曹
丞相府、生动传神的建安七子塑像，凝
结着城市的文化“基因”，无声地诉说着
许昌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对 于 一 座 城 市 来 说 ，文 化 是“ 精 、
气、神”，是软实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指
标，能够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
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梳理世界城市发展史不难发现，文
化强市之“强”，主要体现在思想引领
力、价值感召力、文化创造力、文化产业
竞争力、国际传播力等。文化强市，要
有鲜明突出的精神气质；文化强市，必
然是文化艺术的中心；文化强市，要有
强大的文化产业为支撑；文化强市，应
当是社科学术的重镇……

许昌之所以是许昌，不仅在于经济
上的蓬勃发展，更在于传承千年的三国
文化、钧瓷文化等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新
时代奋斗精神交相辉映、熠熠生辉!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文化建设，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打造独
具魅力的文化强市。”市八次党代会吹
响了打造文化强市的奋进号角。

不忘初心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
才能更好创新。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
化高质量发展，许昌在建设文化强市之
路上脚步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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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厚重底蕴厚重——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活活””起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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