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顶层推动
融合脉动强劲

解放区成立由区主要领导挂帅的文旅融
合专班，11家成员单位聚力同心。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既挂帅又出征，定期调度进
展，会商破解部门联动、项目推进、要素保
障中的难点堵点；更常态化深入核心商圈、
特色街区一线，对业态优化、场景营造、活
动策划精准把脉，以“一线工作法”力促文
商旅融合见实效。同时，深化校地合作，携
手北京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牧业经济
学院，共办毕业设计展、短视频及文旅推介
官大赛；并广纳贤才，建设国内一流的规
划、设计、运营、文创专家智库，为文旅发
展持续注入创新活水。

强化招商推介
项目引擎轰鸣

招商大员率先垂范。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 导
及 分
管 领
导 带
队 外

出招商
13 批次，

接 待 来 访
客 商 29 批

次。创新成立
文旅产业人大代

表联络站，架起
文商旅协同发展新

桥 梁 。 主 动 “ 走 出
去”，上半年赴北京百

度、中国电子商会、中科
视维等头部企业考察学习9

次，诚意邀商。积极“争上
来”，精心谋划总投资57.94亿

元的14个文旅项目，全力推进焦
作电厂国家级工业遗产保护、新华

街城市更新专项债申报。项目建设
“加速跑”，10个重点文商旅项目纳入
全区“550”重点项目管理，县级领导

分包、周调度月督查机制保驾护航。平东
里、麦田里、猫岔精品民宿二期相继绽放，
其中猫岔民宿荣膺省级五星级民宿桂冠。

强化宣传营销
品牌熠熠生辉

节庆为媒，串珠成链。依托春节、五
一、端午节点，精心优化18个精品打卡点及
6 条主题旅游线路 （城市景区、亲子游玩、
研学体验、民俗文化、美食购物、近郊美
景），并密集发布假日攻略、安全提示，营
造浓厚氛围，持续引客入城，大幅提升解放
文旅品牌影响力与覆盖面。场景赋能，消费
升温。春节“四大主题场景”与“五大文化
市集”交相辉映，文化场馆多点联动，成功
构建“文化赋能、场景联动、消费转化”闭
环 ， 接 待 游 客 110.9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0.19%。宣传造势，声动四方。创新“主题
视频+主题活动”模式，借力“主播打卡”，
高频次宣传景区、活动、非遗、民宿、商
圈。年内发布视频540个，60条获省市媒体
采用。《怀宝焦娃带您文明游解放》成为河
南省唯一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作品。福盛
坊绞胎瓷、森林动物园灯会闪耀央视荧屏。

推动文化融入
点亮美好生活

文化演艺、中医药市集走进街区。五一
前夕，“黄河之声”交响音乐会响彻平东
里，豪迈乐章献礼劳动者，“焦作百姓文化
超市”线上直播吸引10.3万人次“云端”共
赏。区文化馆“艺”起来夜校成为都市夜归
人的“精神栖息地”，夜幕下，中青年学员
或专注绞胎瓷釉料调配，或沉浸于太极拳步
法。全年开课120节、培训2400人次的“文
化充电站”，滑板、木艺、古筝等10种新颖
课程广受欢迎。区图书馆深耕“悦读解放”
品牌，通过“书香解放‘悦’读行”研学、
“‘悦’知工坊”手工、“书香解放·同心

‘悦’读”志愿服务等矩阵活动，巧妙融合
阅读与观影、旅游、音乐剧、手作，在多元
体验中展现魅力，打造服务新亮点。

聚力“文旅+”融合
绽 放 特 色 光 彩

“文旅+商业”提振消费：构建全域
“一纵 （民主路） 四横”商业布局，促进文
商体旅共联共振。五一华豫佰佳、端午永辉
超市开业当日客流分别达 1.3 万、1.6 万人
次。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全市率先出台专项
政策，星巴克、袁老四等 50 余家优质“首
店”落户，新田坊特色街区成新餐饮消费网
红地。支持平东里、小蜗牛等街区提质焕
新，优化环境，打造潮玩夜市，提升体验感
与满意度。

“文旅+微短剧”赋能百业：将“微短

剧+”纳入全区 550 重点改革台账，建立分
包、专班、督导机制。实施“微短剧+新消
费”战略，引进链条企业10余家，促成河南
锦灿俱星影视与湖南米乐科技签约200部微
短剧，初步形成“创作—拍摄—制作—发
行”闭环。搭建拍摄基地服务平台，编制服
务手册。焦作影视城入选省级文旅微短剧百
家取景地，剧组接待量增长50%，辖区4处
场景入选市级取景地。

“文旅+研学”实现多赢：打造“解放
研途”红色革命、科普教育、历史文化三条
精品研学路线。构建品牌体系，5家实践基
地和10家承办机构完成申报。成功承接山东
三桐小学、北京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等
研学活动，各基地接待量同比增长17%。

立足当下成就，擘画未来新篇。解放区
将继续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航向，
强化统筹联动，推动文化深度“入景、润
景、成景”，精心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
环境。未来蓝图，已在实干中铺展。

精雕重点项目，打造文旅新地标。立足
资源禀赋，走差异化发展路径，全力攻坚云
川印象、龙福酒店、麦田里二期、森林动物
园升级改造、黄河非遗展示中心等重大项
目，力争早竣工、早运营、早见效。

育强多元主体，激发市场新活
力。引导小蜗牛、平东里、新田
坊、大杨树等载体持续引入新兴
业态，多维度拓展消费场景，
塑造鲜明特色，实现错位
竞合发展。同时，加强
对微短剧产业链的精准
支持和培育孵化，全面驱
动文旅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蝶
变。

夯实文化根基，赋能发展新底
蕴。加快推进王忠殿事迹陈列馆改扩
建与功能提升；实施非遗活态创新计划，
推进非遗工坊建设，推动非遗持续走进学
校、景区、街区；完成全域应急广播体系构
建，为文旅繁荣筑牢安全基石。

创新联动机制，汇聚融合新合力。积
极搭建产业联盟合作平台，促进文、商、
旅、体等多元业态和市场主体间的深度协
同与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并充分发挥行业
组织的核心枢纽作用，实现多方资源高效
联动与优化配置，共同奏响解放区高质量
发展的时代强音。

本报记者 詹长松

工业风面包工坊飘出馥郁麦香，现代风咖啡店内座
无虚席，承载厚重三线记忆的防空历史博物馆里人流如
织……2025年春节，解放区平东里文创园凭借“老兵工
厂+网红业态”的独特魅力惊艳亮相，一跃成为焦作新晋
文化地标。

紧随其后，全市首个农业主题公园——都市・麦田里
揭开神秘面纱。300亩金灿灿的油菜花海与7组流光溢彩
的灯光景墙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五彩灯光照花海，火
树银花映新河”的春日胜景。

五一小长假，解放区精心策划的城市漫步、亲子童
趣、民俗雅韵、乐购商圈等系列活动，再次点燃我市文旅
市场。游客们沉浸其中，深切感受“游在解放、吃在解
放、购在解放、乐在解放”的全方位魅力。

今年以来，解放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文旅文创
融合战略部署，持续将文旅产业确立为全区战略性支柱产
业，全力构建“以文塑旅、以旅兴商、以商促文”的融合
发展新格局。澎湃动能，化为亮眼数据：截至2025年6
月，全区接待游客740万人次，同比增长10.98%，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44.6亿元。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该区在
顶层设计、招商推介、宣传营销、文化浸润及“文旅+”
融合创新上深耕细作的生动实践。

南水北调穿城而过南水北调穿城而过。。

焦作万达商业广场夜景。

解放区平东里文创园夜景。 解放·新田坊特色街区夜景。 小蜗牛省级文化旅游休闲街区夜景。

焦作影视城。

焦作百年矿业公园。

都市·麦田里项目。

猫岔·山的礼物民宿村。

南太行·花海广场。

（本版照片由解放区文广旅局和本报记者贾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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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贯穿全时、全域、全要素
的文旅消费链条，以特色活动为“珠”，
以消费场景和时间延伸为“链”，聚焦
黄河岸、黄河畔、黄河滩，向黄河文化
周边元素赋能，激发市场活力。

黄河文化活动。先后举办“悬河
头·赏日出”“非遗进节会”等活动，正
在开展的“黄河大合唱”“龙吟之声·舞
飞龙”活动，让黄河文化火起来。

赏花活动引流。从 3 月份开始，
陆续推出“相约虹桥赏桃花”“黄河
岸边看梨花”“龙泽园里观荷花”等
赏花活动，打造“赏花+乡村游+美
食+文化”等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以

“三季有花、四季有果”延展赏花经

济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让游
客有看头、有玩头、有吃头，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约2.52亿元。

市集活动聚气。联动武陟元素、民
俗文化，打造嘉应观、万花等民俗市
集，让非遗文化、武陟美食、乡村音乐
等交织碰撞，以“文化味”邂逅“烟火
气”，万花民俗市集活动游客达 30 万
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56亿元。

节庆活动造势。依托“龙腾怀
川·粽情焦作”等全市文旅节庆 IP，
让武陟出圈出彩，举办“粽情怀川·
福至嘉应”“万花为媒·赴爱之约”

“一见粽情·百年好合”等文
旅节庆促消费专题活动 256

场，把节庆文旅、移风易俗、大龄青
年交友三个主题有机融合，“五一”
万花市集活动现场吸引了4000余名青
年男女来万花交友、来万花消费，线
上点击量达1200余万。

夜游活动延链。对标“夜经济”
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出夜间消费季活
动，规划打造了映湖路、凤仪湖等文
旅消费街，开发剧本杀、密室逃脱新
兴文旅行业，以五星级标准建设的万
达锦华酒店拉高武陟住宿接待水平，

现已成为来焦入住优选，拉长了武陟
一日游链条。

区域联动共享。探索与周边城市
和国内旅游城市开展品牌互推、政策
互惠合作，利用好郑州航空口岸实施
240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机遇，借力焦
作“一票游焦作”门票联动活动、文
旅推介活动，鼓励涉旅企业、旅行社
积极参加国家、省、市组织的旅游商
品大赛，争取荣获更多旅游商品奖
项，争取更多游客来武，扩大武陟文
旅影响力，实现“引客入武、邀客聚
武、留客游武”。

本报记者 董柏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文

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

幸福产业。

今年以来，武陟县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

“两高四着力”，围绕市委“实施文旅资源

‘串珠成链’行动，推进‘景区焕新’和业态

培育工程，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按照全县“325”产业计划，专门成立

了文旅康养产业专班，出台了《武陟县文

化旅游活动运行保障机制》，并将文旅产

业发展纳入都市服务业产业重点推进内

容，高位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打

造“游武陟、读黄河”“来武陟、享周末”文

旅品牌。

今年上半年，武陟县推出万花民俗市

集节会、“黄河岸边看梨花”“龙泽园泛舟

赏荷”等 200 余场文旅节会活动，圣博健

康产业园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点位，嘉应观

和人民胜利渠渠首入选黄河水利委员会

公布的首批黄河水利遗产名录，嘉应观入

选省文旅厅文旅微短剧百家取景地。游客

人数、旅游综合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武陟是“中国黄河文化之乡”，
最独特、最具优势、最有发展潜力
的就是黄河文化。这里的历史、地
域、民俗都浸润着黄河文化的基
因，拥有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6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4个全国乡村旅游
点位、4个国家A级旅游景区、16个
省级旅游品牌。

深挖黄河文化内涵。武陟县成
立了“黄河文化研究中心”，校地共
建了“黄河文化旅游研究院”和“黄
河文化与生态安全研究院”，以院
校为平台，向研究要质量；立足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
家战略，深挖黄河文化的多元内

涵，嘉应观和人民胜利渠渠首入选
黄河水利委员会公布的首批黄河
水利遗产名录。

深化文化遗产传承。建成非遗
活态传承基地10余个，常态化开展
黄河文化“七进”活动，联建黄河泥埙
教学基地，借助东方甄选武陟生产基
地平台，推广做大“四大怀药”、武陟
油茶、菡香大米等黄河流域特产品
牌，武陟油茶全国飘香，黄河泥埙传
承人王建荣获“豫匠人物”称号，黄河
飞龙登上蛇年央视春晚、飞入亚冬会
开幕式、舞动成都国际非遗文化节。

深度利用文化阵地。建设提升
了嘉应观、渠首、黄河交通学院黄
河文化馆等黄河文化展示场景平
台，打造了杨庄改道工程纪念馆、

老龙湾等堤防文化工程，沿黄沁河
设置了10个水情教育文化广场，宣
传展示治黄文化。依托嘉应观、龙
泽园等黄河生态基地，推出研学游
学活动，打造“黄、沁、蟒”三河交汇
文化生态带。

深层开发文旅产品。开发字绘
武陟、“陟”装福气、“陟”贴好运、黄
河泥埙、嘉应折扇、黄河小飞龙、黄
河泥印、黄河陶哨、嘉应龙凤图日
历、龙凤衫、龙凤帽等系列文创产
品，推出互动演出、研学体验项目。

深入促进文化产业。武陟县贝
贝特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国家文化
出口重点企业”，为全省唯一入选
单位，文化“走出去”实现重大突
破。

深挖弘扬传承 丰富黄河文化新内涵

黄河古迹国保巡礼游。丰富创新5
处国保的时代表达和呈现载体，嘉应
观、妙乐寺塔、千佛阁、青龙宫等4处国
保入选全市“古建巡礼·楼阁殿堂”国保
文物主题游径，吸引外地游客来武陟访
古寻踪、体验黄河文化、聆听千年故事。

治黄历史主题研学游。围绕“治黄”
“兴水”两大主题，推出嘉应观—人民胜
利渠渠首—黄河中下游分界线等黄河
文化研学精品线路，嘉应观入选“行走

河南 读懂中国”全省十大研学旅行精
品线路，成为治黄兴水研学目的地，先
后接待省内外研学团队30余个，服务学
生2.9万人次，“游武陟、读黄河”研学品
牌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放大。

黄河生态乡村休闲游。沿 44 公里
王园线生态廊道，串联嘉应观、万花村
等12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镇、示范村、
休闲观光园区，联动乡村 3 万余亩梨
园、桃园，打造“桃花节”“梨花节”“荷

花节”等“田园风光休闲之旅”，从3月
份开始，热度不减，持续形成客流高
峰，吸引60余万游客赏花打卡、众多摄
影爱好者来武采风，成为山西、郑州等
周边游客周末休闲打卡地，黄河龙泽
园、百姓梨园等多处景区景点入选国
家、省、市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来武
陟、享周末”文旅品牌效应初步显现。

黄河旧址红色记忆游。以人民胜
利渠渠首、西滑封展览馆、修获武民主

政府旧址等为地标，传承红色文化，汲
取奋进力量。通过单线提升、多线串
联、环线打造，推动“景点旅游”向“全
域旅游”转变，形成了半日游、一日游
等武陟游模式。

黄河印记工业打卡游。黄河岸边
的斯美特休闲食品体验馆、圣博怀药
产业园、东方甄选等工业旅游基地吸
引9万余名游客参观、购物，现已逐步
成为年轻人新兴打卡地。

核心提示：

深耕特色游线 塑造黄河文化新IP

深化活动质效 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黄河故宫”嘉应观入选首批黄河水利遗产名录和省文旅厅文旅微短剧百家取景地。 本报记者 贾 蓝 摄

“龙跃嘉应 福满黄河”嘉应观2025年春节文
化活动非遗狮子表演。

人民胜利渠渠首闸。

“黄河飞龙”项目荣膺2024中华体育文化优秀民
俗民间项目，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

武陟县黄沁文化旅游节。

龙文化故里——武陟县龙源街道万花村“二月二”市集热闹
场景。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武陟县文广旅局提供）

集莲藕种植集莲藕种植、、鱼虾养殖鱼虾养殖、、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农业生态观光园区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农业生态观光园区———武陟县大虹桥乡黄河龙泽园—武陟县大虹桥乡黄河龙泽园。。

·武陟县篇

打造 创新高地
推进 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