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干铸辉煌，圣地谱华
章。回眸 2024 年，“仰韶圣地”渑

池县聚焦“文化渑池”建设，立足“品味仰
韶·陶醉渑池”形象定位，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推进文旅文创融合，

文旅产业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该县在
深挖仰韶文化，打造文化高地，推动文旅文创深度融
合、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仰韶
文化名片在国内外持续叫响，“仰韶文化发现地”和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的独特文化地标更加鲜

明。仰韶文化博物馆等景区接待游客人数大幅
增加，文旅经济持续活跃。同时，该县还成功

举办了多场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和文化研
讨会等活动，有效展示了渑池文旅

形象和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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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 文化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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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县 传承文脉
仰韶文化火爆出圈

仰韶村考古圣地“七个一”项目取得突
破性进展。仰韶文化博物馆全方位改造提
升完成，球幕影院、全息投影、VR 场景再
现、裸眼 3D 等现代科技的运用，让仰韶文
化保护研究与活态化展示进入新阶段。

仰韶村遗址保护房设计方案获国家文
物局审批，遗址教学区、墓葬区、房基区、环
壕保护展示等工程进入设计阶段；仰韶村
遗址 U 型文化层断面保护棚工程勘探发掘
完成；仰韶考古纪念园设计方案获省文物
局批复；仰韶村先行启动的示范片区院落
改造主体工程完成，着力打造仰韶摄影博
物馆。仰韶 1921 文化旅游融合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规划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
建议书、土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等已完成，
成功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 1.7 亿元；仰韶文
化 文 旅 文 创 产 业 园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7.45 亿
元，初具影响力。

仰韶文化博物馆全新开馆系列活动释
放“破圈效应”。2024 年 9 月 24 日，仰韶文
化博物馆全新开馆系列活动成功举办，活
动期间，国家、省、市等 60 余家媒体 90 余名
记者以及网络达人、签约摄影师等参与宣
传报道，全网发布相关信息 3300 余条，阅读
量达 1.7亿，宣传效果取得历史性突破。

活动首次对外发布仰韶村遗址古人复
原头像，揭开了 4000 至 5000 年前“仰韶人”

“龙山人”的神秘面纱，精准度达到 90%，迈
出了独属仰韶文化的坚实一步。活动正式
公布仰韶村考古第四次发掘成果，填补了
多项仰韶村遗址百年来多学科研究工作的
空白。进一步擦亮了渑池“仰韶文化发现
地”“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独特文化标
识。活动成功举办仰韶村遗址古人面貌复
原和古 DNA 学术研讨，公安部鉴定中心、
省公安厅、中国考古学会、河南省文物局等
有关领导、专家等出席。与会专家充分肯
定了仰韶村遗址古人面貌复原和古 DNA
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并给予高度评价，
一 致 认 为 仰 韶 村 遗 址 古 人 面 貌 复 原 和 古
DNA 研究成果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贺信精神的具体体现，是研究超前谋划，
引领学术前沿，多学科多技术紧密合作的
优秀案例，对促进中华文明探源和仰韶文
化研究最新成果的转化、传播，增强河南省
文物科技创新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和作用。

启动“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世界级大
遗址走廊探源活动。该活动由河南省文旅
厅牵头，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安阳五
城联动，构建世界级大遗址走廊。活动宣
布仰韶村考古遗址被纳入“行走河南·读懂
中国”华夏溯源——最早中国研学之旅线
路。

仰 韶 文 化 闪 耀 剑 桥 大 学 国 际 学 术 舞
台。2024 年 12 月 11 日至 14 日，在英国剑桥
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暨剑桥文化遗
产研究中心）主办的“仰韶的过去与现在”
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仰韶文
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渑池县政府文化顾问、
仰韶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杨拴朝，作为在仰
韶 文 化 研 究 领 域 的 杰 出 代 表 受 邀 出 席 会
议，并发表了精彩演讲，引发了与会学者的
强烈共鸣与热烈讨论，进一步推动了仰韶
文化实验考古科研成果在国际考古学术领
域的交流互鉴与广泛传播。

品牌创建
旅游业发展行稳致远

仰韶酒庄文旅 IP 强势崛起，取得显著
成效。仰韶酒庄工业旅游区融合现代工业
科技与诗情画意，是展现国家工业化成果、
宣传民族品牌文化的重要窗口。2024 年，
渑 池 县 文 旅 部 门 坚 持 让 工 业 遗 产“ 活 起
来”、让工业文化“传下去”、让地方经济“跑
起来”、让特色产业“火起来”的发展思路，
持续培育仰韶酒业工业旅游品牌。集“酒
产业、酒文化、酒旅游、酒生态”于一体的仰
韶酒庄工业旅游区累计完成投资 2.5 亿元，
基础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继获评全国工
业旅游示范基地后，成功创建渑池县第 4 家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成为二、三产业跨界融
合、产业创新转型升级的典型代表。

仰韶仙门山景区综合服务水平、接待
能力和知名度持续提升。先后举办新春庙
会、曲水流觞嬉水节、2024 中国仰韶酒文化
节·生态洞藏封藏大典等 20 余场丰富多彩
的主题活动。该景区连续多年成功举办惊
蛰醒春盛典活动，从最初的简单仪式，到如
今集文化展示、民俗表演、互动体验于一体
的综合性活动，影响力逐年攀升，吸引越来
越多的游客和媒体关注。 2024 年 12 月 27
日，在杭州举行的“2024 年度文旅盛典”颁
奖典礼上，仰韶仙门山景区惊蛰醒春盛典
活动荣获“2024 文化和旅游年度十大新闻”
奖项。

向新而行
文旅文创融合走深走实

2024 年，渑池县聚焦文化渑池新愿景，

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丰

富文旅产品供给，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新场景不断涌现，文旅文创融合发展驶

入快车道。

仰韶彩陶走向国际。由渑池县仰韶彩

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新军携带精心制

作的“花开奥运”经典彩陶盆与庙底沟花瓣

纹彩陶盆，参加巴黎奥运文化体育交流活

动，受到广泛关注。此外，王新军携带公司

团队精心制作的全球首届“仰韶的过去和

现在”主题会议吉祥物——“仰韶万年”主

题彩陶亮相“仰韶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

会议，被英国剑桥遗产研究中心永久性收

藏。

渑池县陶然谷民宿被评定为省级五星

级民宿，2024 年三门峡市仅此一家。有效

助力了渑池县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激活
了乡村旅游发展新动能。

成功举办 2024 年全市旅游发展大会。
作为大会承办方，将创新思维贯穿旅游发
展大会筹办全过程，开展“项目观摩+主题
活动+大会”，办出了一届具有渑池特色的
旅游发展大会，充分展示了渑池形象，也为
推动全县文旅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蓬勃新
动力。

高质量组织实施全县旅游资源普查。
通过明确责任、加强组织保障，宣传发动、
营造良好氛围，强化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协作配合，加大协调力度，扎实开展全县旅

游资源普查。共普查旅游资源单体 1000 余

个，详尽记录了文旅资源的名称、类型、地

理位置、进出条件以及当前的保护与开发
现状，全面摸清了旅游资源底数。目前，外
业实地普查、内业信息整理、资源单体补录
等工作已基本完成，进入省级指导审核阶
段。

成功举办第八届“魅力仰韶行”活动。
第二十九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期间，
成功举办第八届“魅力仰韶行”活动，擦亮
了渑池文旅名片，增加了渑池知名度和美
誉度。

文旅市场“烟火气”升腾。“十一”假期，
渑池县文旅市场需求旺盛，文旅产品供给充

足，文旅活动亮点纷呈，重点景区接待火爆，

山水游、美食游、研学游、互动体验游深受游

客追捧，全县各景区、文化场馆等游客爆满，

文旅市场迅速升温，活力不断攀升。据统

计，2024年国庆假日期间，该县旅游景区、乡

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约 30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约 2000万元，较前一年同期分别增

长 110%和 70%，交 出 了 一 份 亮 眼 成 绩 单 。

2024 年，全县接待游客 295 万人次，旅游收

入 3.85 亿元，文旅经济持续活跃。

红色旅游释放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

八路军渑池兵站纪念馆全年先后接待团体

312 个，接待游客 8 万余人次。依托红色革

命文化，推出的“七个一”社教活动，受到好

评。编排的《知行合一刘少奇》系列节目在

县消防救援大队、驻渑某武警中队、三门峡

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演出 5场，观众 1600 余

人，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多措并举
文化遗产保护全面加强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扎实开展。全面
落实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要求，在摸清底
数的基础上，全方位整理普查线索。制定

出台普查方案，组建了 10 人的专业普查队
伍，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积极支持动
员推进，加大宣传力度，扎实推进不可移动
文物应普尽普、应保尽保，先后完成 463 处

文物点的复核工作，新发现文物点 26 处。

有效筑牢文物安全屏障。以文保单位

安全隐患、文物安全责任制落实等情况为

重点，常态化做好文物安全预警研判、提前

防范、巡查排查等工作，保证巡查覆盖率

100%，发现文物安全隐患上报率 100%，坚

决遏制文物安全事故发生。及时做好督察

检查，定期对文物安全责任制落实和关键

岗位、关键环节开展检查。扎实实施考古

前置。全年对具备勘探条件的 9 个项目进

行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文物勘探面积 12 万

余平方米。在项目工地勘探中发现的 1 座

汉代墓、4 座明清墓，均按程序报上级有关

部门进行了发掘整理，保障了项目工地顺

利建设。

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新成效。新遴

选评定了 13 个县级非遗项目，全县非遗项

目增至 48 项，代表性传承人 40 余人。

文物保护宣传展示活动深入开展。利

用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积

极开展文物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开展文物

文化展示宣传活动 20 余场次，受众 10 万余

人次，公众文物保护意识显著增强。

多向发力
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新 型 文 化 空 间 和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受 好
评。2024 年 12 月，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下发通知，公布了“三门峡市第一批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名单，渑池县“仰韶·世界
酒史馆”和“1921 彩陶艺术馆”两家公共文
化空间榜上有名。

公共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累计开展送
戏下乡 236 场次。覆盖全年的基层文艺骨
干培训、公益课堂、广场舞培训、全民阅读、
读书会、少儿益智手工制作、好书推荐等线
上线下文化活动 300 余场次，服务次数 80 余
万人次。

渑池县戏曲艺术服务中心受到省文旅
厅致信表扬。该中心坚持守正创新，为民
惠民、服务群众、奉献社会，长期开展送戏
下乡、戏曲进校园活动，创作演出精品剧
目，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受到各地群众一致好评。2024 年 10
月，县戏曲艺术服务中心受到省文化和旅
游厅致信表扬。

常抓不懈
行业监管力度持续加大

持续加大文旅市场监管力度。开展专
项行动 7 次，联合行动 36 次，累计出动工作
人员 1100 余人次，检查文旅场所 500 余家
次，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5 起，现场整改 6 家
次，处理“12345”政务服务热线 62 起，确保
文旅行业安全稳定和健康有序发展。

严格加强广电行业管理。定期开展非

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专项整治行动，做好

重要保障期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不

断提高安全播出水平和应急保障能力，确

保全年广播电视播出“零事故”。

校外培训机构管理逐步规范。严格落

实“双减”责任，对全县 116 家文化艺术类校
外培训机构纳入日常监管。组织开展规范
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专项行

动 5 次，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资质审批

更加严格，安全保障更加有力，维护了广大

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日月春晖渐，光华万物新。挥别砥砺

奋进的 2024 年，迎来充满希望的 2025 年。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之年，也是推进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之年。渑池县文广旅

系统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

打造仰韶文化高地、推动文旅品牌提质增

效、加快文旅文创深度融合、提升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水平、实现文化惠民提标扩面、强
化监管提优固本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新
时 代 新 征 程 上 文 旅 工 作 实 现 更 高 水 平 融
合、更高质量发展，为人们描绘更多美好的

“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