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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推进黄河文化旅游带高
质量发展有了新动作。

近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印
发的《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下称
《规划》）提出，将打造黄河文化
旅游长廊，优化文化旅游布局。

山东如何讲好新时代下
的“黄河故事”？

具有前瞻性的举措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去年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
提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
文化旅游带。

四川师范大学旅游与城
乡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兼总规
划师李小波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把黄河
建设成为培根铸魂的文化自
信标识带、古今辉映的中华文
明典范区、惠泽民生的文化旅
游幸福河；要打造中华文化重
要标志，形成中华文明主题廊
道，构建黄河文化主题区域；
伫立黄河文化传承高地，梳理
干支流文化遗产带，建设国家
旅游风景道，以此推动世界文
明互鉴，展示黄河文化的魅力
并使其走向世界。

近年来，从国家到黄河沿

岸的各省区，都多次提出打造
黄河文化旅游带的设想。作
为黄河流域九省区唯一的东
部沿海大省，山东文旅资源富
集，是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上
的重要一环。此前，《纲要》
一经公布，山东省政府就在去
年年底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将结合资源禀赋、区位特点，
谋划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的战略布局，构建“一轴两带
贯通、九大组团联动”的发展
格局，实施一批重大工程和重
点项目，打造中华文明保护传
承示范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和黄河文化出海大
通道。

而最新出炉的《规划》创
新提出打造黄河文化旅游长
廊的设想，也成为山东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是编制
专项规划、制定相关政策、实
施重大工程的重要依据。

“黄河流域治理历来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于黄
泛的记忆，也深深地印在国人
心中。”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
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将黄河流域治
理与黄河保护性开发统一起
来，打造黄河文化旅游长廊是
具有前瞻性的举措，应当给予
肯定与支持。

山东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

海、黄河下游。对于山东而
言，黄河是连岱汇儒、济运通

海、孕育齐鲁的母亲河。

齐鲁文化也是黄河文化

的核心部分之一，史前的后
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
等文化在山东自成一体、谱系
完整；在齐国稷下学宫上演的
百家争鸣与古希腊柏拉图学
园共同成为文明轴心时代的
东西双壁，由此，儒家文化逐
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黄
河与济水同汇，濡养了河济文
明与齐文化，黄河与大运河在
山东构成十字枢纽，融汇南北
经济与文化；黄河治理的河工
水利遗迹、人物传说与地名故
事，伴随治水过程逐步形成具
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

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源
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山东在打
造黄河文化旅游长廊方面都
具备一定优势。在李小波看
来，山东享有五大优势：首先
是儒家文化的厚度，齐鲁文化
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和文明
母地，具有源地崇拜的核心优
势；其次是山岳文化的高度，

在黄河名山体系中，三山五岳
独树一帜，泰山为五岳之尊，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再次是海纳百川的开放度，山
东是黄河入海处，大河文明与
海洋文明交融，具有“黄河入
海流”的宏大气魄；还有就是
生态文明的多维度，山东具有
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性和系
统性，尤其是黄河入海口的河

海湿地，是生物多样性新生的
生命共同体；最后则是国家旅
游风景道的风度，作为黄河风
景道的海洋起点，溯流而上，
山东形成了文化遗产高度、景
观美誉度、品牌推广力度和文
旅产业强度的旅游综合体。

孟立联认为，山东省是中
国传统文化资源相对集中的
地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
化转换中负有特殊责任和重
要使命。建设黄河文化旅游
长廊，对于山东省文化旅游产
业的创新发展、经济结构调整
与优化、传统文化复兴等方面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还强
调，打造黄河文化旅游长廊，
既要注意黄河的普遍性，更要
注意黄河在山东省的特殊性，
特别要关注黄河流域与中国
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联系。

“这是讲好山东‘黄河故事’的
基本功，应当贯穿在黄河文化
旅游长廊建设的全过程。”孟
立联说。

如何讲好“黄河故事”

黄河流域具有丰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数据显
示，山东沿黄河的9座城市有
着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名
录118项、省级非遗名录619
项、市级非遗名录2491项、县
级非遗名录7015项，分别占
到该省各级非遗名录总数的
63%、58%、60%、54%。此

外，山东省共有13个省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其中，沿黄河
区域9个，占比7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
划》指出，山东将系统保护黄
河文化遗产，深入挖掘黄河文
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
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高水
平建设儒家文化区，弘扬齐鲁
优秀文化，推动黄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讲好新时代“黄河
故事”山东篇章，构筑黄河文
化交流传播阵地，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并明确山东在黄河文
化发展弘扬方面的战略定位
——黄河流域文化“两创（创
造性与创新性）”大平台。

那么，如何做好黄河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李小波认为，要处理好几
大关系：根与魂的关系，以文
化为魂，旅游扎根；保护与弘
扬的关系，以文化设施保护传
承遗产价值，以旅游产业弘扬
时代价值；故事与叙事的关
系，以文化故事为底蕴，以旅
游叙事为展示；中国和世界的
关系，以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核
心价值观，连接并融入世界文
明之河。

此外，《规划》还提出，将
共建黄河流域合作发展平台，
深化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资源
开发、旅游品牌打造等领域的
合作，实施黄河湿地保护与生
态旅游发展计划，推动建设

“黄河故道”生态文化旅游协
作区，联合推出历史文化游、
自然生态游、研学体验游等优
质旅游产品，共同开展黄河旅
游节庆活动和特色旅游目的
地营销推广。

国际新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郑磊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称：“山东位处黄河
下游。进入山东后，黄河途径
的已经成型的旅游城市有菏
泽、济南等城市，有一定的旅
游资源。但是之后一直到东
营黄河入海口，旅游城市不
多，需要进行深度开发，尤其
是结合齐鲁传统文化和历
史，做一些主题旅游项目，把
沿黄流域附近的旅游文化资
源利用起来。”同时，他还表
示，东营作为黄河三角洲和
入海口城市，本身面对石油
资源枯竭问题，更应加大对
旅游业的投入，将黄河和绿
色海洋两个概念结合起来，
发展绿色旅游项目。

河南淮阳：泥泥狗

变身文化大品牌

3月初，在河南省周

口市淮阳区邵波工作室，

非遗传承人邵波在创作

泥泥狗作品。近年来，河

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致力

于泥泥狗制作技艺推广

传承，全区10万多人次参

加泥泥狗制作体验式教

学；在100多个城市举办

泥泥狗艺术展和讲座；12

名非遗传承人出访20多

个国家和地区传播泥泥

狗艺术品牌……淮阳泥

泥狗已经成为一张响亮

的中原文化品牌。

中新社发 苗育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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