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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电视台原副台长杨诚勇用 8 个字来

评 价 此 次 鹰 城 之 行—— 眼 前 一 亮 ，心 中 一

荡。能得到省内乃至全国新闻界翘楚杨诚勇

如此高的评价，鹰城这些年的发展可见一斑。

最让杨诚勇赞叹的，是宝丰县赵庄镇大

黄庄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吸人眼球的

魔术表演，还是吞吐惊人的图书批发，一个小

小的村庄竟然都给做活了！“可以说这是一种

现象级文化，说明这里的农民有经济头脑。

现在，到处都在推进城镇化，但城镇化的根本

是人，没有商品意识，没有法制意识，没有农

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经济的现代化。大黄

庄在这点上捷足先登。”但同时，他又一语中

的指出了宝丰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粗放、零碎，转型升级必须得紧跟上。

在杨诚勇看来，文化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

不能再一味地去迎合市场需求，而应该积极主

动培育市场，脚踏实地地提升老百姓的审美体

验和审美质量。所谓文化产业的转型，就是深

耕特色、匠心打磨，“不要大而全，但求细而精。”

至于零碎问题，杨诚勇认为不止宝丰，汝

州、郏县同样存在。“我们必须有这个观念，文

化发展不能圈地为牢，县域之间要协同作战、

一体推进，树立大文化观念。”他建议，各县理

清并深度挖掘自己的特色优势，寻找互补性

和关联性，主动进行有效整合，以产业集群的

形式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

如何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除了内容硬

核外，主动有效的传播也是重要一环。对此，

杨诚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自带流量、带

货上岗”。所谓自带流量，即有意选择一些与

当地文化特色比较贴合的名人，借助他们的

流量扩大宣传影响；至于带货上岗，即要有把

文化作品变成商品、把商品变成产品的意识，

通过不同渠道“变现”，这样文化才能活起来、

走出去。“如果都养不活自己，何谈传承发

展？文化不应该游离于生产生活之外。”

（本报记者 蔡文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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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是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几十年纵笔文

坛，他创作颇丰，著有《张宇文集》七卷和长篇小

说《晒太阳》《软弱》等。

“我 36 年前就来过平顶山，参观过风穴寺。

当年我看到保存完整的唐代七祖塔、宋代悬钟

阁和金代中佛殿时，感到很震撼。”4 月 14 日，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宇显得很激动，“风穴寺中

的唐塔、宋阁、金殿非常宝贵、独特，这些古建筑

现在依然保存得很好。对珍贵的建筑、文物，一

定要加强保护，做好文化传承，造福后人。”

谈及此次调研考察，张宇说，“最大的感受

就是平顶山知名度高的景观真是多。”他举例

说，“像三苏园，可以说是世界级的文化遗址。”

“苏轼是世界级的大文豪，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很

多国家影响都很大。作为一名作家，参观三苏

园 ，我 是 带 着 朝 圣 的 心 态 来 拜 谒 的 。”“ 有 近

2000 年历史的香山寺也影响很大。”

感叹景观多且好的同时，张宇说他对不少平

顶山的景观也情有独钟。参观郏县临沣寨时，他

颇有兴致地挥笔题写了“不二寨”3个大字。参观

马街书会及宝丰魔术之乡时，他深深为农民靠文

化创造财富的情境所打动，“这个厉害了，农民不

仅能种好庄稼，还能靠曲艺、魔术、印制图书致富，

这样的事非常值得推广、发扬光大。”

对于有着独特文化印记的汝州张公巷遗

址、宝丰汝官窑遗址，张宇说，两地应该在发展

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上取得共识，统筹谋划，协

调推进，形成合力。要让文化资源活起来，把文

化与经济、文化与生活结合起来，以文促文、以

文促经，“不能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张宇表示，此次来平顶山，他感到这里变化

很大。“无论是城市面貌还是文化发展，都与我

原来的印象反差很大。城市建设得很漂亮，还

存在着独特的文化印记。”

“我相信通过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努力，

未来平顶山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一定会有更

大的发展和更美好的前景。”张宇说。

（本报记者 王春生）

杨萌芽是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他

说父亲是一位工人，没什么文化，但格外敬重知识。

父亲知道的书不多，鲁迅主编的《萌芽》算一本，又

恰逢自己出生在农历二月，所以被取名“萌芽”。

恰如其名，两天半的鹰城之行，杨萌芽如刚

萌芽的小草，竭力地探寻着、汲取着这里的一切。

“太震撼了！来之前觉得平顶山没什么能

够让人想到的文化，来了之后发现太多了！”杨

萌芽说，上次来平顶山是十几年前，匆匆路过，

没留下太深的印象。这次再来，无论是经济生

态、自然生态还是人文生态，都让他刮目相看。

作为一名学者，杨萌芽对文化有自己的认

知。他说，文化是可以赋能的，为智慧提升赋

能，为经济发展赋能，是一个人、一座城市、一个

国家发展的源泉所在。正是认识到文化的重要

意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好中国故

事。平顶山要做的，就是讲好平顶山故事。“建

议每一位党员干部、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

能做到对本地文化了如指掌，成为行走的文化

传播者，这跟听讲解员讲解、自己上网搜索带来

的感受和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如何让古老的

文化生动起来，成为一种精神激励、精神感召，

进而转化为工作和生活的能量，也是他这些年

来关注的一个重点。

杨萌芽认为，没有年轻力量的介入，文化的

发展就是空中楼阁。“不妨试着跟艺术学院合

作，把传统文化引入大学生课堂，并且当作课

题，让年轻人以自己的视角对传统文化进行创

造性地解读和传播。”而他自己也非常注重对学

生的引导，参观途中，杨萌芽不时将自己的所观

所感拍照记录，并分享至朋友圈和学生微信

群。“点赞和评论特别多，这说明孩子们对传统

文化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关键是有人能加以引

导和支持。”

杨萌芽说，平顶山不缺文化基因，关键是要

把文化激活。这需要社会有浓郁的创新氛围，

需要政界、学界、产界紧密联系起来，共同谋策

出力。 （本报记者 蔡文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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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华伟是河南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编审，

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十几年间，他

和《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精诚合作，高质

量完成了《大秦帝国》的编辑出版、营销推广。

此次“文化名家鹰城行”建言献策暨集中

创作活动安排十分紧凑，采访许华伟时已近

深夜，但谈起活动，他依旧兴致盎然。

虽然此前多次到过宝丰、郏县等地，但是

这样形式的集中活动，许华伟还是第一次参

加。“形式非常好，效率非常高，效果非常显著。”

许华伟用“三个非常”表达了对活动的看法。

“平顶山的文化底蕴非常厚重，可以深入

挖掘。”许华伟说，平顶山有清凉寺汝官窑遗

址、马街书会、风穴寺等在全国甚至世界上唯

一性的文化资源。

如何让这些厚重的文化资源、这些宝贝

“活”起来，许华伟一再表示：“网络已成为人们获

取信息的主要方式。传播文化资源要创新传播

方式，让网络成为文旅宣传推介的主战场。”

许华伟表示，年轻人是当下最活跃的群体，

要用年轻人的思维来解读厚重的历史文化，让

这些看似深奥的文物和文化现象更具亲和性、

趣味性，通过短视频、旅游攻略、电视剧等方

式，将大家吸引过来。在这其中，宣传部门要

做好引导，吸引民营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进来。

许华伟建议，对马街书会、风穴寺等可以

以短视频为主，进行快速、大量的传播；对清

凉寺汝官窑遗址等资源，可以借鉴最近正在

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的方式，把中华民族

文化从最高峰、最灿烂到低谷的戏剧性变化

展示出来，在充分满足观众好奇心的同时，以

讲故事的方式拉近和当代的距离，把这些遥

远的概念变“活”，让人们“触目可及”。

对培育文旅特色品牌，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许华伟建议，要善于借助外力，邀请优秀

公司、有流量的大公司加入；发动民营企业、

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一起动脑筋、想办法、

出点子，打造精品、提高品位、出奇制胜；地域

相近地区要利用优势资源统筹组团发展，发

展文化旅游、研学，设计好线路，抓好年轻人

和退休人士“一老一小”两类团体，起好带动

作用。

对于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几天的调研

考察，许华伟意犹未尽。他表示，要再来、细

看、详品。 （本报记者 巫鹏）

知 道 了 陈 静 的 职 业 —— 河 南 文 艺 出 版

社资深编辑，她在 8 位名家中的辨识度就很

高 ：长 发 素 雅 、秀 弱 温 婉 ，一 如 以 往 女 编 辑

给 大 家 的 印 象 。 活 动 中 ，每 到 一 处 陈 静 都

饱 览 不 够 ，不 舍 得 错 过 每 一 处 美 景 、不 舍

得 漏 听 每 一 句 讲 解 。“ 以 前 没 来 过 ，也 不 觉

得 平 顶 山 有 什 么 特 别 吸 引 人 的 地 方 ，感 觉

就 是 一 座 很 普 通 的 城 市 。 这 次 一 圈 走 下

来 ，发 现 这 里 真 美 ！ 是 个 有文化、有活力的

城市。”

文 化 ，是 陈 静 评 价 一 个 城 市 的 至 高 标

准。她的工作、她几十年受到的浸润、她自己

由衷的认可，让她对文化格外看重，“有文化

做底的城市才是有未来的城市。”而一座城市

的文化，除了可见的历史遗迹、产品产业，更

包括不可见的市民的精神风貌，这是一座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来到平顶山，不仅了

解了三苏文化、观音文化、汝瓷文化、曲艺文

化等，也深切感受到了平顶山发展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的决心和态度，平顶山人民务实奋

进的作风。

陈静说，两天半下来，平顶山让她怡心、

生情。作为一名出版人，她很愿意为平顶山

的发展尽些绵薄之力，请国内一些著名作家

走进鹰城书店、高校，推动全民爱上阅读、爱

上深度阅读。“阅读成为习惯后，你就会知道

它的力量有多强大，说受益终生可谓有不及

而无过之。尤其是现在，网络以前所未有的

力 度 裹 挟 着 大 众 ，个 人 更 应 该 有 抵 御 浅 阅

读、碎片阅读的自控力。”

在宝丰县赵庄镇大黄庄村，看到大量图书

在此会集、转运，让跟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

静大吃一惊。“我真是太欣慰了！想像着这么

多书进入农民手中、进入农村家庭，会有多少

孩子因此受益！这不但是助力经济发展，更是

助推社会进步。”陈静说，作为一名图书编辑，

再也没有比看到书被孩子读、被农民朋友读更

开心的事了。在她看来，重视文化就是在为经

济蓄力。

短短两天半的行程，不仅重塑了陈静对

鹰城的 印 象 ，更 刷 新 了 她 对 农 民 智 慧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认 知 。 她 自 谦 ：“ 不 敢 妄 提 建

议，只愿以自己有限的经历分享一些不成熟

的观点。”

（本报记者 蔡文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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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功是知名历史学者，楼兰学人，曾经十

度访楼兰，写出十余本考察日志，收集数千件

实物。

因为熟知钱币、瓷器等文物，在汝州参观青

瓷博物馆时，宋功主动当起讲解员，他专业的讲

解令在场者连连称赞。

“这些年接触了很多文物，有了一点经验。”

宋功谦虚地说，“对于很多文物，即使水平很高

的专业人士，也只能了解到文物信息的一小部

分。可以说，文物的大部分信息人们并不一定

能看得清，我也不例外。”

宋功说，因为对瓷器的喜爱，他很用心地观

察了汝州的张公巷遗址和宝丰汝官窑出土的文

物。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在青瓷保护和开发

利用上应该联手做文章，这样才能让享有世界

声誉的汝瓷发扬光大。

“我以前就来过平顶山，这次来让我有了更

美好的印象，很多美景让我留恋。”宋功说，景

观中，他对三苏园颇为钟情，早在前些年拜谒

苏轼墓时，他会带酒前往祭洒，“来这里一定要

有敬畏之心。”而美丽的白龟湖国家城市湿地公

园给他的印象是，“不亚于江南水乡风光，真的

很美。”

鹰城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人文景观，如何宣

传出去，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宋功认为，应该邀

请顶级人文学者来共同探讨、挖掘。如清凉寺

汝窑的价值提升，需要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级

专业人士来参与运作，以达到养文之气，吸引人

文、艺术、传统文化大家来鹰城开展论坛、创作，

打造扶持精品博物馆、艺术馆。

“比如建一个汝瓷博物馆，不一定占地多么

大，但藏品一定要精，要上档次，品位要高。”宋

功说，有一些国家，博物馆面积不大，但由于藏

品精致、丰富，影响力很大。

宋功还提出，提炼一部区域人文思想专著、

策划一个人文主题展览、拍摄一部人文纪录片、

建立中国佛教艺术博物馆，这些都是可以促进

鹰城文化事业的发展之举。

“无论拥有多少件藏品，都只是曾经拥有，

你无法永远拥有它，也无法带走任何一件。”宋

功说，藏者终究也是过客，对于藏品的最终归

宿，他很释然，“将来我会全部捐出去，回馈社

会，如果有可能，我想捐个公益个人博物馆，献

给我喜爱的鹰城。”

（本报记者 王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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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莅平 8 位专家学者中唯一一位 80

后，段晓琳的视角可以说代表着部分年轻人的

看法；而作为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负责

人、资深文旅记者，职业使然，她对文旅产业的

发展有着独特的敏感。

“平顶山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太丰富了！尤

其是郏县，发展诗词、书法、美食等产业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仅苏轼身上就有太多可挖掘的

点！”段晓琳由衷地感叹，但同时她也指出，相关

配套跟不上、产业链条不完善是明显的短板。

“我很想带着家人再来一趟三苏园，好好待上几

天，可是附近吃饭、住宿不方便，可供体验的文

化活动也太少。”

文化圣地周边遍布小饭馆、小商铺，景区氛

围大受影响，游客体验大打折扣，如何避免这种

侵入式发展，段晓琳有自己的想法：“对待文化，

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任何文化产业的发展，都

要以做好文化、传播文化为第一目的，不可本末

倒置。”她还以杭州西湖景区为例，一边是宜人

的古韵山水，一边是方便的现代都市，彼此之间

相得益彰。她建议郏县三苏园的发展，在尽可

能的情况下扩大区域范围，做好科学规划。

好的文化需要好的传播。说到传播，就不

得不提新媒体，这也是目前段晓琳深耕的领

域。在汝州汝瓷小镇参观时，汝瓷的精美雅致

让她深深折服。她随手打开抖音，搜索“汝瓷”，

热度最高的一条视频是 3.6 万的点赞量，“按照

我们的计算法，它有 90 万到 100 万的阅读量，这

只能算是一般的热度，而且这个账号的更新不

持续。”

如何用活这一新形式，段晓琳提到了一个

关键词——“新媒体矩阵”。一是数量上，人人

都要有使用新媒体的意识，这方面让她印象颇

深的民权画虎村，那个村里，上至六七十岁的

老妪，下至六七岁的幼童，都会运用短视频平

台“自宣”。二是内容上，每个人的宣传重点和

带货方向要不尽相同，比如，没有剧情的短视

频一定要在 5 秒内让受众感受到视觉冲击；而

在跟进式、行进式中让受众感受到文化精妙、

历史传承的优质视频，也不可或缺。“新的时代

环境下，要想把文化做好，必须得重视传播，把

传播做好。” （本报记者 蔡文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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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清爽的短发、一脸明亮的笑容、一身得

体的着装。4 月 14 日下午，在汝州市青瓷博物

馆，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电视台原知名主持人、

制片人段晓华时而静静凝神观看青瓷文物，时

而静静聆听同行专家学者的讲解。

在汝州风穴寺，当看到保存完好的唐塔等

古迹时，段晓华由衷地感叹道：“真的是深山藏

古寺，这里原汁原味的古建筑遗存特别多。”

在临沣寨，她与百岁老人王金榜夫妇交谈。

看着王金榜夫妇院里一棵树龄达500年的大树，她

感慨道：“有保存这么好的古村落、大院子，还有好

几代一直居住在这里的村民，真的很让人惊喜。”

在三苏园苏轼墓前，她肃然站立，躬身致

敬。她说，苏轼是她心目中最伟大的一位文人，在

世界上也有着很高的地位，“苏轼的文学作品影响

了很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我也是其中一位。”

“这次鹰城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美丽的相

遇。我遇到了鹰城最美丽的人文景观和生活场

景，不虚此行，受益很大。”段晓华诚恳地说。

“我以前对平顶山的认知都是碎片化的，通

过这次活动有了一个系统的认知和了解。平顶

山文化方面好的东西太多了。”段晓华说，如何

把这些优秀文化宣传出去是一个大学问。

在段晓华看来，三苏园应加大宣传力度，让

其在国内乃至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比如多

举办一些国际级的论坛、一些高级别的盛会

等。苏轼是世界级的大文豪，三苏园具备扩大

影响力的条件和基础。

“我在马街看到很多摄影作品，展现艺人和

观众如痴如醉的表情。我在想，是什么样的魔

力和魅力，让大家在正月十三会集于此。我觉

得是艺人们的至真至纯打动了人心，是真心的

付出和精湛的技艺打动了人们。因此，我认为

在宣传上，要用至真至纯的东西来打动人心。”

采访结束时，段晓华表示，感受到大美鹰城

的魅力，让她有流连忘返之感，“今后我还会再

来的，也希望能为鹰城的宣传作一些力所能及

的贡献。” （本报记者 王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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