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8 日至 19 日， 运河沿线城市手造宣传推广活动在山东省德州市
博物馆正式启幕。 濮阳王氏麦秆画传承人王华平、 王佳佳应邀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共有沿线 8 省（市）28 市（区）近百家文旅企业、52 个非遗项目
参与，极具地域特色。 图为王佳佳向与会嘉宾演示毛刺粘贴技法。

本报通讯员 摄

擦亮濮阳文旅名片 ，
续写龙都体育精彩。 2022
年，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系统以迎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 ，
紧紧围绕加快建设 “四个
濮阳、 一个高地、 一个中
心”战略目标，深入实施文
旅文创融合战略， 加快推
进文旅强市建设， 各项工
作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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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彩寒 杜庆荣
通讯员 韩丽阳 ） 为进一步探索聊
城—濮阳两地文旅合作新机制，构
建区域文旅协调发展新格局 ，2月
20日，我市举办“我家门前有条河”
2023聊城（濮阳 ）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城市文旅对话活动。

活动现场， 市文广旅体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石贤华，聊城市文旅局
党组成员、 副局长刘艾新代表两地
签订 “关于共同推进黄河流域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
各旅游企业代表轮番上台， 推介自
家旅游产品， 并对优质文旅产品进
行展览。 3条自驾主题旅游线路是
此次活动的主打产品， 每一条线路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在“大河风光·黄金廊道”休闲
自驾旅游线路（濮阳至聊城：濮阳金
堤河国家湿地公园—渠村黄河大
闸—黄河民俗博物馆—吴坝金堤河
入黄处—景阳冈酒文化观光园—黄
河国家森林公园—鱼山曹植风景
区—光岳楼—山西会馆），您可以饱

览黄河风情，领略黄河文化。
在“峥嵘岁月·红色足迹”红色自

驾旅游线路（濮阳至聊城：公西华故
里—清丰黄河文化园—冀鲁豫边区
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郑板桥纪
念馆—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莘
县中共冀鲁豫平原分局旧址—阳谷
县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战役纪念园—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东昌湖景区），
您可以缅怀革命先烈， 了解红色文
化，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在“知行合一·快乐成长”研学
自驾旅游线路（濮阳至聊城：龙山龙
湖风景区—班家小镇—西水坡遗
址—澶渊之盟纪念馆—张挥公园—
濮水小镇—瑕邱遗址—东阿阿胶世
界—阿胶博物馆—东阿阿胶城—聊
城滨河野生动物园—中国运河文化
博物馆—聊城海洋世界—东昌府木
版年画—民慧学谷航天博物馆），您
可以收集成长印记，丰富趣味人生。

一河诗画、两城风华，最好的风
景在路上，这个春天，一起捕捉城市
之美，让濮阳和聊城留住您的心。

“二月二·龙抬头”， 当日， 信原物业在项目服务小区开展义务理发、义
诊、送年糕、洗地垫等活动，为居民提供暖心服务。 通讯员 蒋月 摄

本报讯 （记者 杜庆荣） “二月
二，龙抬头。 ”农历二月初二是中国
民间“敬龙祈雨”的传统节日。 为让
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了解
民风民俗，2月 21日上午， 濮阳润
心社工中心柳屯镇社工站，到柳屯
实验幼儿园开展 “二月二龙抬头，
龙腾盛世国泰民安 ” 民俗体验活
动。

活动中 ， 社工通过讲历史故

事，让孩子们初步了解“二月二，龙
抬头”的由来；向小朋友讲解“龙抬
头 ”的传统习俗 ，如 “剃龙头 ”意为
理发，“祭神龙”意为祭拜神龙，“吃
龙食”则表示在二月初二这天的饮
食多以龙命名 ，如吃面条称为 “扶
龙须”、吃饺子称为“吃龙耳”、吃米
饭称为“吃龙子”。 丰富多彩的活动
增强了孩子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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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二月二民俗体验活动

国家 AAAA 旅游景区濮水小镇。

西水坡遗址。

濮阳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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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将打造“中华龙源地·世界杂技城”文旅文创产业强市确定为
2022年推动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四件大事之一，成立了由市领导牵
头的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工作专班，统筹协作形成合力，科学编制了《濮
阳市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三年行动计划》《2022年濮阳市实施文旅
文创融合战略工作方案》《濮阳市打造“中华龙源地”城市文化品牌实
施方案》，明确了战略实施线路图、任务书和时间表。

项目建设成效显

2022年， 我市研究确定概算投资 33.63亿元的 17个文旅重点项
目，申请政府专项债 1.08亿元。

中华龙源景区等一批项目纳入河南省“十四五”文化旅游重大工
程项目储备库，龙山龙湖成功创建省级休闲旅游度假区，填补了我市
空白。 成功举办第五届中国杂技艺术节暨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
国杂技比赛，我市选送的节目《长空啸·浪桥飞人》荣获中国杂技最高
奖———金菊奖。 主展区 1万平方米的中国·华夏神木博物馆建成揭牌。
占地 8.1万平方米的濮阳杂技主题公园建成开园。 陈展面积 3700平方
米的中原油田展览馆建成开馆。 投资 8亿元的濮阳保利国际大马戏文
旅商集聚区项目与央企保利文化集团成功签约。 班家小镇、板桥古镇
向“沉浸式”转型，如期完成综合提升。 南乐大运河文化公园、体校综合
训练馆等项目加快建设。 黄河文化艺术中心项目落地实施。 仓颉文化
博物馆、澶渊之盟纪念馆、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刘邓大
军渡黄河纪念馆 4个项目成功入选全省“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百大标

识数字化项目，获省奖补资金共计 600万元。

活动纷呈亮品牌

2022年，我市持续开展各类优质文旅活动，以活动聚人气、活资
源，塑造文旅品牌，讲好濮阳故事。

成功举办濮阳上古文化论坛。 连续开展 24期“濮阳人游濮阳”活
动。开展“百城万人看水秀”金秋旅游季活动。 举办濮阳市 2022年美食
节、“濮上家肴”评选活动，催旺“人间烟火”。 举办摄影短视频大赛、

全民K歌大赛。 组织开展第五届“最美读书人”和濮阳十大网红打卡地
评选活动。 打造龙文化之旅等 7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

文旅消费提信心

面对疫情冲击，我市起草《濮阳市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奖励办法》，释放文旅惠民红利，多措并举提振消费。

建立企业“白名单”制度，开展助企纾困活动，送政策上门 400余
次，协调金融机构发放贷款400余万元。争取市财政资金200万元，用于
景区门票优惠补贴， 已向群众发放5万张面值40元的景区景点门票优
惠券。旅游接待服务单位保有200余家，文化产业单位保有282家。2022
年共接待游客约1526.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8.9亿元。

公共文化繁荣发展

2022年，我市建成 236个乡村文化合作社，注册社员达 2181人。
建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63个。 举办群众合唱大赛、广场舞大赛等各
类文化活动 200余场，观众达 90余万人次。 创作排演新编历史剧《吴
隐之》，红色题材剧《奇袭八公桥》《英雄无名》。 豫剧《黄河红帆》荣获
河南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曲艺《黄河滩》被推
荐参加全国“群星奖”评选。

文物非遗大踏步

2022年，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实效。
西水坡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专家评分第三名的成绩被推荐

到国家文物局。 新申报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2627.45万元。 完成了全国
名碑名刻调查和遴选。 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效显著，居全省前列。 南
乐目连戏等 4个项目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211万元。 《憨婆婆产业创新
织就幸福路》等 3个非遗典型案例入围国家级评选。 市级非遗代表性
名录达 379项，居全省第一方阵。

资源开发得实效

新增 1家AAAA级旅游景区、3家AAA级旅游景区、2家AA级
旅游景区，我市A级旅游景区达到 27家。 新增省级特色生态旅游示
范镇 2家、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 2家、省级休闲观光园区 2家、省级乡
村康养旅游示范村 2家。

体育工作亮点多

成立了濮阳市体质监测中心，举办了龙都濮阳龙舟赛、“体总杯”
三大球中国城市联赛热身系列赛，开展了“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
主题健身活动。 积极推动游泳和滑轮滑板等体育运动进校园，组建了
15支游泳校队，滑轮滑板在训中小学生 40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