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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略意图
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必
然要求，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支撑，是锚定“两
个确保”、加快建设现代化河南的重要支点。



“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

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这是交流的魅力、互鉴的成果。”（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2017年5月14日）

（一）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

2014年6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
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河南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探源地、实证地、体验地。有郑州、开封、洛阳、安阳等4大古都，

龙门石窟、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大运河、丝绸之路等5处世界文化遗产。

华夏根脉，中国古代文明最高光的历史时刻都在河南



河南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河南境内的汉魏洛阳城、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新安汉函谷关、崤函古道石壕段等4处

遗址，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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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

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2015年11月3日，习近平会见第二届“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外方代表时强调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

立性的大问题。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
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二）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支撑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

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

重要力量源泉。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为亲历者，深深的体会到文化自信是多么

重要。能够在大型的开幕式上，反映出一种浪

漫的情怀，其实就是文化自信最好的表现。”

——张艺谋.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总导演

中国节日系列之《龙门金刚》

中国节日之《龙门金刚》

《
唐
宫
夜
宴
》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唐宫夜宴》《龙门金刚》等“中国节日”系
列节目持续出圈。展现出满满的“文化自信”。



依托我省丰厚的历史人文和自然风光优势，

把文旅文创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既是应时
合势之举，也是活跃全局之策。

——2021年9月7日，楼阳生同志在河南省委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以文化创意创新支

撑国家创新高地建设，以文化旅游高质量融

合发展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锚定“两
个确保”、建设现代化河南的重要支点。

（三）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是现代化河南建设的重要支点



    二、战略研判
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文化转向”的关键

节点，文化和旅游将成为引领消费升级的主战场，

“文旅文创出圈出彩”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新常态。



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90年代，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
50%，日本（1996）、英国（1998）、韩国（1998）竞

相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确定为国家战略。日本、韩国的

入境游客接待量在2004-2019年间持续增长（上图）。

2000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杭州第三产值

占GDP比重先后超过50%，先后跻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创意城市网络”。与此同时，这一时期5个城市的游客接

待量业进入较快增长期（上图，单位：亿人次）。

（一）“文化转向”是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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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省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49.1%。预计“十四五”中期我省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超过50%，

迈入后工业社会。“文化转向”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我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标志性特征，文化创意、旅游产
业等将迎来快速增长，文旅文创将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对我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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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均GDP与居民消费的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超过5000美
元以后，文化娱乐消费占比达到30%；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以

后，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真正形成。1983至1994年，上述国家

人均GDP先后超过1万美元，文化和旅游消费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恩格尔系数低于30%以后，会出现消费升级

领域的“文化跃迁”现象，文化（含旅游）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

总支出的比例大幅攀升，高质量的文化和旅游消费成为居民生活

必需品。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于2014年降至30%以下。

（二）文化和旅游将成为引领消费升级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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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省恩格尔系数为26.1%（据《2018年河南省居民消费发展报告》）；2019年，郑州、济源、焦作、

许昌、洛阳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在消费升级背景下，加快实施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积极融入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省文化旅游有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对我省的启示



近年来，河南传统文化“破圈”
已成燎原之势，文旅新业态

项目不断涌现。今后一个时

期，河南将厚植文化和旅游

资源优势，坚持走文 旅 文 创
融合发展之路，在文化传播、

文 创 开 发、文 旅 演 艺、主 题
公 园等领域不断出圈出彩，

领 跑 新 时 代 文 化 旅 游 融 合 发
展新赛道。

（三）“文旅文创出圈出彩”将成为新常态

小浪底大坝

隋唐洛阳城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洛神水赋》



①

②

③

①建业电影小镇沉浸式体验

②《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李家村剧场

③新密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三、战略布局
总体思路：创意引领、数字先行

战略定位：世界文化旅游胜地、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心

发展目标：文旅文创成支柱

发展格局：以文化打破区划



前 瞻 3 0年 谋 篇 、 国 际 视 野 审
视 、 对 标 对 表 一 流 ， 紧 紧 抓
住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
牢牢把握文旅文创高渗透性、
强融合性、可跨越性特征，坚
持 以 “ 文化创意 + 科 技 创 新 ”
为 基 本 路 线 和 主 攻 方 向 ， 在
文 旅 文 创 融 合 领 域 持 续 创 意

创新、破题破冰、出圈出彩。

总体思路

高渗透性 强融合性

可跨越性

文旅文创
融合战略

文
化
创
意

科
技
创
新



彰显黄河文化根源性、核心性、
融合性、延续性四大显著特征，
以 保 护 传 承 弘 扬 黄 河 文 化 为
主 线 ， 以 黄 河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重 点 建 设 区 为 载 体 ， 延 续 黄
河历史文脉，讲好黄河故事，
大 力 弘 扬 以 黄 河 文 化 为 代 表
的中华文化。

战略定位
1 .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心



围 绕 中 华 文 化 I P ， 推 出 一 批
具 有 全 球 视 野 、 国 际 水 准 的
文 化 旅 游 精 品 线 路 ， 打 造 郑
（郑州）汴（开封）洛（洛
阳） 世 界 文 化 旅 游 之 都 ， 优
化 国 际 人 文 环 境 ， 构 筑 文 明
交流互鉴高地。

战略定位
2 .世界文化旅游胜地



依托“4+8+N”中华文化超级IP，打造世界文化旅游胜地。



到2025年底，全省旅游业综
合贡献占GDP比重超过12%
（ 游 客 接 待 量 和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率 分 别 为15%和
20%） ， 全 省 文 化 产 业 增 加
值占GDP比重超过5%。

发展目标

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全面叫响 ②黄河文化旅游带国际影
响力大幅提升

④初步建成全国重要的康养目的地③全域旅游交通网逐步构建



以 山 川 地 理 为 骨 架 ， 以历史文化为
脉络，打破行政区划， 统 筹 重 大 国
家 战 略 和 文 化 工 程 ， 发 挥 城 市 群 、
都 市 圈 的 增 长 极 作 用 ，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 加 快 数 字 化 转 型 ， 构 筑 以国家
文化公园为 轴 带 、 以文化创意城市
为 节 点 、 以人文旅居乡村为 腹 地 、
以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为 支 撑 、
以线上空间为 延 展 的 文 化 旅 游 融 合
发展新格局。

发展格局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文化创意城市：

郑州、洛阳、开封、安阳……
世界级文化创意园
国际艺术社区
都市文博园

建设人文旅居乡村：

文化引领
艺术点亮
美学提升
消费驱动

建设世界级文化
旅游目的地：

黄河文化旅游带
郑汴洛黄河文化国际旅游目的地
大嵩山国际文化旅游圈
小浪底国际滨水度假旅游目的地
鸡公山国际人文度假社区

线上空间

建设文旅文创融合
数字创意中心



     四、战略举措
1.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

2.打造博物馆群

3.建设郑汴洛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

4.研学旅游

5.康养旅游

6.民宿提速

7.交旅融合

8.非遗点亮

9.乡村运营

10.构建国际考古旅游先行区



一是理资源。策划推出16条主题文化线路，涉及578处文物和文化资源。二是找载体。谋划20
条集中展示带、50处核心展示园、130处特色展示点。三是数字赋能。整合资源，对“行走河

南·读懂中国”百大标识项目数字化展示进行奖补。四是品牌擦亮。

1.推线抓点，塑造“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品牌体系



黄河廊道黄河国家博物馆

黄河三峡 中国文字博物馆 嘉应观

黛眉山

在此基础上，按照“有价值、有条件、能干成”的原则，遴选“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百大标识项目，率
先实现“具象化、可感知、读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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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河南智慧旅游大会采用元宇宙会议空间，线上+
线下，虚拟+现实，让大家对文旅的新技术场景有了初步认
识，对元宇宙空间有了新体验。



成立河南博物院新院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完成项目选址、顾问团队组建、设计方案招标

等前期工作。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已开馆。打造洛阳“东方博物馆之都”、郑州“百家博物馆”。

2.建设以河南博物院为龙头的博物馆群



大河村仰韶文化博物馆、开封城摞城遗址博物馆、黄河悬
河文化展示馆、州桥遗址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二期、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等同步建设。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

河南博物院（夜景）

河南博物院（夜）

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



3.打造郑汴洛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



郑州重点打造环嵩山、沿黄河、文创园、银基等旅游目的
地。洛阳重点打造龙门和小浪底两个片区。开封要把宋都
古城作为一个目的地来打造，展示大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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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园



坚持“聚焦一条线（黄河）、突破两座城（开封、洛阳）、点亮N颗星（林州、新县、鹿邑）”
的基础上，加快建设“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研学课程体系。

4.建设全国重要的研学旅游目的地



世界研学旅游组织代表处落户洛阳，组织召开世界研学旅
游大会。引进专业研学机构，推出研学旅行营地、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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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焦作、济源等为核心，打造以民宿为主题的太行山康养旅游带；以洛阳、南阳等为支撑，构

建以山居为主题的伏牛山康养旅游圈；依托信阳地区独特的气候生态资源，打造以原乡为主题

的大别山康养旅游目的地。

5.打造“三山”康养旅游集群



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是我省发展生态旅游的主战场，
具有发展康养旅游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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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谷

重渡沟水帘仙宫

云台山红石峡



信阳以民宿+美食作为突破口；济源列支专项资金，支持各乡镇的 1-2 个村重点发展民宿；辉
县已建成品牌民宿 8 个、新建品牌民 宿 9 个、新增民宿 400 间；新安县已建成品牌民宿 8 个， 
在建 10 个；林州市坚持“一村一特色、一家一主题、 一栋一风景”。

6.民宿发展争最快

2014年6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
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一家人归墅

云上院子
淇心小筑

院望



以道路为纽带，实现“快进慢游深体验”，打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1号旅游公路。初步谋划“一
廊一带”旅游公路体系：“一廊”即自三门峡至濮阳沿黄河1号旅游公路；“一带”指贯通太行山、

伏牛山、大别山的“三山”1号旅游公路。

7.打造交通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树立“道路即产品”的理念。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

游厅已组建工作专班，专题编制1号旅游公路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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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天路

孟津黄河绿道

三门峡黄河生态廊道



开展 “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与浙江财经大学合作，选择浚县、

温县、辉县、林州、栾川 5 县 10 个村，邀请高校设计院系与青年设计师联合驻村创作指导。

8.实施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计划

2014年6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
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建设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以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为主战场，坚持“县为主体、村为单

元”，重点推出100—150个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每村整合1000万元资金予以扶持。制定《乡

村旅游示范村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

9.实施文旅文创助推乡村振兴计划



《乡村旅游示范村等级划分与评定》（初稿）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与清华文创院合作，在济源、修武、光山、栾川等选择20个村开展

“乡创实践”。重点与今日头条合作开展“字节乡村”活动，与携程合作打造一批度假农庄。

9.实施文旅文创助推乡村振兴计划



把郑州环嵩山地区、洛阳“五都荟洛”、开封“城摞城”、安阳殷墟及曹操高陵等打造成为国

际知名的考古旅游目的地。依托系列夏商都城遗址，建设夏商国际考古研究中心。

10.建设国际考古旅游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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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殷墟博物馆

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