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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河南兴文化工程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刘远舰

金秋十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

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作为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和考古大省，河南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视察河南重

要讲话精神，以河南兴文化工程为抓手，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在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中展现河南担当。

提高站位  躬身入局

坚定扛稳新时代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

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中原大地有

着深刻而集中的体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建设，河南优势独特、责无旁贷。

聚焦首要谋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

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就文化建

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

动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2021年10月，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把实施文旅文创融合

战略作为“十大战略”之一。省委书记楼阳生提出，要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

体系，把文旅文创产业培养成支柱产业。

河南省委宣传部牢记“国之大者”，于2022年4月印发《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计

划实施方案》，标志着河南兴文化工程全面布局，势在以文化铸魂凝聚奋进伟力，用璀璨

文化之光照亮现代化河南建设之路。

高质高效推动——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战营亲自谋划，多次召开部务会进行研究部署、组织召开

全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专题会议进行研讨，深入省属高校、科研机构、考古现场等实地调

研，对河南兴文化工程提出要求、进行指导。

把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工作纳入《河南省“十四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河南

省“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明确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组织机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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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制定路线图，跑出加速度；印发《2023年度河南兴文化工程实施方案》，做到远景

目标与阶段安排有机统一、总体部署与具体项目紧密结合。

这一切，既是河南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实践，也是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的实际行动；既是落实“两个结

合”重大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

推动河南兴文化工程成为系统研究河南历史文化和当代发展的里程碑式文化工程。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铸文化之魂，河南兴文化工程得到中宣部领导的肯定和支

持，受到全省社科界的高度评价。

科学统筹  汇聚合力

推动河南兴文化工程扎实开展

纲举目张，执本末从。河南兴文化工程设计之初，便定位为一项系统工程，其主要内

容包含文化研究计划、出版传播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计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计

划、文物活化利用计划等。

河南省委宣传部社科工作中心先期组织实施文化研究计划，旨在通过全面系统梳理深

入挖掘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历史文脉、文化底蕴，充分发挥其在阐释、传承、教育、传

播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方面的“根”与“魂”作用，推出系列文化研究成果。

主要设立河南当代发展研究、河南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河南重要历史名人研究、河南重要

历史事件研究、河南重要历史文化遗存研究、河南重要历史文献典籍研究六大板块，以历

史时间线索为主轴，对河南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遗存、重要典籍进

行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其深刻内涵和当代意义。

把握导向，紧扣主题——

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思考中原文化，以全新的眼光审视作为现代化总体布局重要组成

部分的文化发展以及文化的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

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通盘规划，系统推进——

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可接续性，统一规划、整体运作、统一管理，注重项目设计和

论证，分领域、分专题开展研究，持续推出高质量河南历史文化研究成果，为宣传研究阐

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作出河南贡献。

立足现实，放眼未来——

充分利用和发挥河南厚重文化的独特优势，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的高度，深入

研究现代化河南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全面系统梳理河南文化脉络，全面展示河

南对中华文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整合资源，创新体制——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省内高校、科研单位、工作部门、社会团体的研究基

础、研究特色和研究力量作用，利用省内外学者智力资源，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

方针，坚持以改革思维推进开放式研究，培育学术研究协同创新平台、专业特色智库平

台，建立更符合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科研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人才运作机制。

洛阳市成立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计划指导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推动兴文化工程落实

落地；安阳市突出殷商文化、甲骨文化等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和“红旗渠精神”研究，发布

社科规划项目指南；周口市成立文化文艺文创资源梳理专班，加强对周口主要文化谱系、

重要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遗存的系统梳理研究；郑州市组织实施“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中原与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研究”“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重大项目，努力打造考古学研究的“郑州品牌”；南阳市组织召开首届中国（南阳）商圣

范蠡经济文化研讨会，设立张仲景医药文化节、仲景论坛，持续叫响名人品牌。河南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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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联、社科院、高校等社科研究机构着力打造“两个结合”研究品牌、分时期历史文化研

究品牌。

锻造精品，打造队伍——

坚持尊重学术规律，坚持守正创新，强化精品锻造。研究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打

造可接续传承研究团队；评审者严格把关，敢于批评；管理者规范制度，周到服务，坚守

可接续研究管理原则；研究成果既要有学术权威性，又要有可读性、应用性，经得住历史

和全社会的检验，传承文明、资政育人。

目标清晰，硕果初结——

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计划第一期目标是，“十四五”时期，陆续推出系列文化研

究成果，将工程打造成为梳理河南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推进河南文化强省建设的响亮品

牌，努力构建河南文化研究新高地。研究成果表现形式主要为专著、系列丛书、咨政报

告，以及有利于传播的通俗学术读物、学术论文等。

通过文化研究计划的逐步实施，推出一批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

成果，培育一批高水平河南文化学术名家、学科骨干和研究团队，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一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

荣发展。

实施一年多来，河南兴文化工程共设立文化研究专项605项，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阶段

性成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报党刊和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中华文明形成中

的中原贡献》《中原文明——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河南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的历史

地位和重要贡献》等理论文章230余篇。

出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河南实践》系列丛书、《中华文明探源

论丛》等图书35部，以及《中华文脉——从中原到中国》丛书21种、黄河文化系列丛书20

辑、《中原文化通史》8卷；完成“寻根河南·读懂中国”系列丛书、“中华源·河南故

事”中外文系列丛书等书稿。

2022年组织《万年文化史的河南探索研究》《河南史前文化格局与地位研究》等304

项文化研究专项课题。“习近平用典中的河南元素”“大中小学教材中的河南故事”两个

重大委托项目通过鉴定验收，配合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录制的访谈推介视频，全网

话题、视频阅读量达8000多万。

2023年文化研究专项细化为重大项目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河南根源性文化研究，河南地域性文化、特色文化研究，河南红色文化研究，具有抢

救性、填补空白性特征的项目研究等6个系列，141个单位参与申报，申报数量同比增长

73%。

先后组织召开中国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中国河洛文化研讨会、

黄河文化研讨会等活动，举行河南文物保护利用宣传项目推介、河南文物考古研学发展联

盟成立仪式和商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举办世界古都论坛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青年

论坛和“中国考古·郑州论坛”等考古工作交流活动。央视播出《中国考古大会》专题节

目《探秘二里头遗址——最早的王朝》，掀起一股强劲的夏文化热；河南卫视的中国传统

节日系列持续火爆出圈；“考古周口”电视文化访谈节目的点击量突破4亿人次。

河南始终把兴文化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实践，推动各项工作有序

开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河南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坚定扛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脚踏实地，奋发有为，持续深化河南兴文化工程，用

璀璨文化之光照亮现代化河南建设之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河南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