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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根脉和灵魂，文化是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印记。 文化
自信润物无声，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象征，亦是区域发展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周口大地，文化璀璨，渊源流长。 昔日，位居三皇之首的伏羲带领族人定都宛
丘；女娲在此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化育万物；炎帝神农始都陈，尝百草、艺五谷；道
家鼻祖老子著五千言《道德经》，流传千古，经纬华夏……

今天，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文化产业遍地开花、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周口，乘
着全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春风，始终坚持把文化强市建设作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以文化事业为根本，以文化产业项
目为载体，以文化魅力凸显城市特色，以文化动力激活城市活力，以文化惠民提升
百姓幸福感，实现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坚定自信 传承与创新并重
江河浩荡千帆竞，从来文采更风流。
我市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 凝聚

民心、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将周
口的历史渊源、城市精神、历史文化与现
代城市发展浓缩成一条主线———以文化

人、以文化城，人以文名、城以人兴，坚持
做好“以文化城、城以文兴”这篇大文章，
着力打造漕运文化、 伏羲文化、 老子文
化、创世文化、会馆文化等文化品牌，深
入挖掘与弘扬厚重的历史积淀， 坚持积
极引导、市场运作、文旅融合，规划建设
了一批凸显根亲主题，融教育、纪念、展
示、体验于一体的文化主题基地。

在建设好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
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基础上， 全市
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抓手， 谋划了周
口大剧院、规划展览馆、文化展览馆、国
防人防教育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烈士
陵园）、关帝庙广场提升改造、周口漕运
博物馆、市博物馆群建设项目等“以文化
城”项目。

2018 年 3 月，“周口人讲周口故事”
文化宣讲活动启动。 全市一批在文化领
域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 为广大市民讲
述周口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 引起了社
会强烈反响。 随着活动影响面的不断扩

大， 一些人积极推荐认识或熟悉的专家
学者参与宣讲活动； 一些对周口历史文
化有研究的学者毛遂自荐， 主动要求参
加宣讲。目前，“周口人讲周口故事”系列
文化宣讲活动已经举办了十期， 得到广
大市民的一致好评。

守正创新，气象万千。去年以来，我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试点
先行、稳步推进，努力探索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志愿服务中心、融媒体中心“三个
中心”建设路径，选取项城市、郸城县作为
试点，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三个中心”竞
相开花，成为我市一个响亮的品牌。

2018 年 6月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专程到项城调
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建

设，对我市的经验做法予以充分肯定。截
至目前，已有 2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300 多个县 （区），3200 多人前来参观学
习，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已经成为
我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亮点。

“三个中心”建设在推动全市各项工
作中联动发力， 为我市实现高质量跨越
发展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
量、有力舆论支持和丰润道德滋养。

高地渐起 惠民与精品并蒂
文化是城市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

家园。 全市文化部门牢固树立文化为

民、惠民、乐民意识，把发展公益性文化
事业作为解决文化民生问题的重要途

径，积极探索丰富群众文化活动的新形
式、新载体，努力打造了一批群众文化
活动的知名品牌。

每周五晚上，“周末公益剧场” 准时
与广大群众见面。自 2008年 4月创办以
来，“周末公益剧场”演出 520多场，进基
层演出 200多场， 受惠群众达 200 多万
人次， 成为周口家喻户晓的文化惠民品
牌。 2010 年，“周末公益剧场”荣获我国
社会文化活动政府最高奖 “群星奖 ”，
2013 年被文化部批准为第一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从 “欢乐中
原·文明周口”到“欢乐中原·和谐周口”，
每年的 5月至 10月，广场文化活动都会
在每个周末给广大市民送去欢歌笑语，
这项活动已经持续了 13 年，成为周口文
化惠民活动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此
外，“中原文化大舞台”“戏曲进校园”“舞
台艺术送农民”“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
文化惠民活动， 让全市人民充分享受到
文化发展带来的累累硕果。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
开”。 我市不仅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
文艺精品的创作生产、文化交流对接也
更趋活跃，“精品文化” 正走出河南，走
向全国。

《都市彩虹》等“都市三部曲”及《山
城母亲》《云锦人家》《天职》《红尘》等优
秀作品脱颖而出。 周口著名剧作家韩枫
创作了《幸运十点钟》《山里的汉子》《山
东汉子》《山城母亲》《游子吟》《常香玉》
等几百部影视戏剧作品，曾获国家文华
大奖、电视剧飞天奖、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十台入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中国戏曲现代戏突出贡献奖等。 由
市戏剧艺术研究院演出的 《山城母亲》
曾先后获得河南省第十二届戏剧大赛

文华大奖、河南省第五届黄河戏剧节金
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和十三届中
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优秀表演奖；《口
上的女人》获第十四届河南省戏剧大赛
文华大奖、河南省第六届文学艺术优秀
成果奖。 太康道情《婚姻驿站》在参加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戏剧门类作
品全国决赛中，获得政府最高奖———群

星奖。 商水县豫剧团排演的现代豫剧
《天职》，在全国第八届戏剧文化奖评选
中荣获全国戏剧文化奖、原创剧目大奖
等 10个奖项。

作为著名的书画之乡，周口现有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123 名，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 49 名 ，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1140 名，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285 名。 他
们用飘香的笔墨，展现汉字魅力，描绘
美丽家园，为周口的文化名片增添了一
笔绚丽的色彩。

文润百业 服务与产业共赢
文化是发展的力量， 发展因文化而

强劲。 近年来， 我市进一步坚定文化自
信，深入实施文化强市战略，推进“文化
周口”建设，着力将周口文化“软实力”打
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硬支撑”。

坚持“共建共享、统筹城乡”的原则，
不断加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等

化建设。 目前， 全市共有 1 个市级图书
馆、1 个市级文化馆，10 个县级图书馆、
10 个县级文化馆，169 个乡镇综合文化
站，1252 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
覆盖全市的“市、县、乡、村（社区）”四级
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基本形成。 以市文化
艺术中心为代表的全市公益性文化基

础设施，如市县级文化馆 、图书馆和乡
镇综合文化站等全部实现免费向公众

开放。今年 2月，我市向市民开放了 6个
智慧图书馆，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借阅，用
手机扫一扫就能把各种书籍收入囊中，
现场感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 节假日，
广大城乡居民漫步在博物馆的时空隧

道里， 遨游在图书馆的知识海洋里，享
受着文化发展带给他们的快乐。

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全面推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截至目前， 全市具
备法人资格的文化产业经营单位 2300
家，其中上规模经营单位 200 多家，从业
人员 3 万多人，产业年收入近 60亿元。

打造品牌树形象。 我市立足自身特
色，整合资源配置，发挥周口姓氏寻根、
农耕文化优势所在 ， 挖掘中华姓氏文
化、 西华女娲城等根亲祖地文化资源，

依托淮阳太昊伏羲祭典、 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演活动、女娲创世文化等资源，打造
“三皇故都”“姓氏之源”“杂技之乡”等文
化品牌， 增强周口文化影响力。 深入挖
掘周口“一座历史古城、两部经典名著、
三皇故都之地、四张文化名片、五位历史
名人”的深厚文化底蕴，加强历史文化资
源开发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树立周口
“华夏先驱、九州圣迹”文化旅游品牌。以
太昊陵庙会和淮阳荷花节为代表的节

会活动，越来越显示出其永久不衰的文
化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周口观光
旅游、寻根谒祖。

发展产业筑根基。我市积极实施“文
化+”工程，大力发展“文化+制造业”“文
化+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业”“文化+互
联网”，促进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 提高相关产业的文化含量和产品附
加值，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完善现代文化
市场体系，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

龙头带动强效益。以项城、淮阳为主
的杂技马戏产业，以太昊陵、关帝庙为代
表的历史文化旅游产业， 以河南三川影
业为龙头的影视产业等，均已步入良性
发展轨道。积极组织全市优秀文化企业、
优势文化项目、 特色文化产品参加各级
各类文博会，宣传推介周口文化特质特
色，推介文化产业招商项目。

翘首未来， 一个充满文化自信和文
化魅力的周口，在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
的征程中，正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载体，
讲述着新时代的周口故事……

““雷锋车队””

省十三运开幕式

周口明天更美好

唱响周口

““啄木鸟””在行动
本版摄影：沈湛 刘国立

爱心志愿者

以文化城 城以文兴
记者 王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