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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宜阳县以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为契机，通过创建文化
服务平台、夯实城乡文化阵地、打造
文化品牌、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推
进文化产业综合开发，有效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把文化惠民的新声唱
遍城镇乡村，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升温”文化幸福。

核
心
提
示

文化新声为民谱 音韵流长惠民生
——宜阳县推进公共文化建设纪实

6 月 13日晚，滨河文化广场内一片灯光
海洋，舞袖翩飞、彩裙轻扬，《锦绣宜阳》作为开
幕式的开场舞，拉开了第十二届“滨河之声”广
场文化活动的帷幕。没有烟花华美绽放，没有
气球、鲜花斑斓装点，这一届“滨河之声”悄然转
身，紧跟时代潮流，褪去华美外衣，朴素而不失唯
美大气，庄重又蕴含文艺气息。

2012年，宜阳县投资2200万元，在洛水
河畔建成了一座造型独特的扇形钢膜结构建
筑。这座可容纳3000余名观众的滨河文化
广场，将水上舞台延伸到洛河水面，创造性地
利用水波对歌声的散射，让人们在岸上观赏演
员水上放歌、凌波而舞。每个夜晚，如梦似幻
的水上舞台、喷泉环绕的太阳岛和流光溢彩的
宜兴阁，形成宜阳独有的水上“明珠链”；洛河
北岸高层建筑墙体的红色霓虹灯，不仅巧妙地
成为美丽夜景的点睛之笔，更为“滨河之声”提
供了美轮美奂的大背景。

2002 年以来，宜阳县把“滨河之声”作
为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文化繁荣发
展、倾力打造“文化旅游名县”的文化重头
戏，历经12年矢志不渝的努力和探索，该活
动目前已成为宣传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的

“大展台”，树立宜阳良好形象的“大视窗”，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大乐园”。其以持续
时间长、规模大、效果好等特色，开了县区广
场群众文化活动的先河，成为全省文化活动
中的“名牌”，并为河南省“欢乐中原”、洛阳
市“河洛欢歌”等知名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
成功经验和借鉴模式。

在新舞台上，一系列绚烂璀璨的演出为
群众带来了新感观享受。2012年元宵节音乐
焰火晚会，宜阳人享受了烟花、音乐视听双重
艺术盛宴。同年4月8日，第30届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宜阳首届大型水上音乐烟花文艺晚
会上，该县创作的《漫话西游》《梦幻灵山》《锦
屏颂》《诗韵长风》等融汇宜阳历史文化、风土
人情的原创节目，巧妙融合了水、音乐、烟花和
文艺表演等多种元素，为观众营造了一个秀水
伴魅光、烟花踏歌舞的奇妙世界。

12年来，宜阳县“滨河之声”广场文化活
动共演出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1200余
场，观众 1100 多万人次。其成功经验被中
央、省、市多家知名媒体全方位、多层次宣传
报道。一时间，“滨河之声”声名远播。

宜阳县秉持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协
调、区域互动”原则，强化“新文化阵
地”建设，积极构建四级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体系，目前全县基本实现了县有
文化馆、图书馆、文化广场，乡镇有文
化站，村及社区有文化活动室的目标，
形成了以县级公共文化设施为龙头，
构建城市“10 分钟文化圈”，镇（街道）
文化站为纽带、村（社区）文化活动室
为基础，打造农村“1 公里文化圈”的群
众公共文化活动新格局。

积 极 建 设“ 老 百 姓 身 边 的 图 书
馆”。去 年 ，宜 阳 县 图 书 馆 与 河 南 省
图书馆签订协议，利用河南省数字图
书 馆 资 源 免 费 为 读 者 提 供 电 子 图 书
阅 读 服 务 ，已 办 理 网 上 阅 读 证 3175
个，累计点击率 1.8 万余次。此外，图
书馆内的少儿阅览室，文化馆内的书
画展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暑期
青 少 年 艺 术 培 训 班 等 项 目 均 免 费 开
放。同时，该县又在北城区实施图书
馆、文化馆新馆项目建设，目前已完
成总平面规划图和立面效果设计、土
地预审、环评检测、文物普探等前期
工作，发布了项目建设招标公告，正
在进行建筑图纸的设计制作。“两馆”
计 划 总 投 资 4000 余 万 元 ，建 筑 设 计
为 地 下 1 层 、地 上 4 层 ，总 建 筑 面 积
1.7 万平方米。

倾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大舞
台”。该县总投资 1.5 亿元，先后建成了
滨河文化广场、李贺文化广场、宜阳召伯
文化广场、锦屏生态文化广场等8个文化
景观广场，将深厚的地方文化底蕴融入其
中，在文化内涵、景观设计、绿化造型上做
文章，打造一流的城区生态园林文化广

场、现代城市空间中最清新的露天客厅。
其中，滨河公园内400余个诗词灯箱成为
独树一帜的亮丽风景线，从细节处全方位
打造广场文化新亮点。每到清晨、傍晚，
只见开阔敞亮的景观广场、典雅别致的水
系小品间，健身休闲的群众络绎不绝；每
逢节假日，翠色逼人的花木草坪、廊腰缦
回的亭台轩榭间，游玩赏景的人川流不
息，吹拉弹唱、跳舞、打拳……这些文化广
场俨然成为老百姓参与文化活动、激发文
化创造力、展示个人风采的“大舞台”。

近年来，宜阳县以农家书屋建设和
乡镇文化周为载体，乡村文化活动开展
得如火如荼，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
活，提高了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农村
文化阵地建设得到巩固加强，广大农民
尽享丰硕的文化发展成果。

截至目前，该县已高标准、规范化建
成353个农家书屋，实现了行政村农家书
屋全覆盖，共配备藏书50余万册。每个农
家书屋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配备不少于
1500册图书、25种报刊，不少于100种音
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统一制作、规范整
齐的书架和阅览桌椅、分门别类的丰富图
书，让村里的庄稼汉们也像城里人一样，坐
在农家书屋里，读书看报、汲取知识，不出
村便知天下大事。

乡镇文化周是宜阳乡村文化常演不
衰的“保留曲目”。该县充分挖掘不同地
区风格各异的文化资源，组织各行政村、
乡镇各单位、学校、乡村文艺团体和县专
业剧团广泛参与，精心编排群众喜闻乐
见的歌舞、戏剧、小品、快板等综合性文
艺节目。近年来，该县乡镇文化周已累
计举办综合文艺演出700余场，开展送戏
下乡近1万场，放映电影2万余场。

9 月 25 晚，滨河文化广场迎来 2013
河南国际民间艺术周展演，威风凛凛的
宜阳屏南大鼓、同乐社盘、苏羊竹马舞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作为本地特色代表
一一登台，连同外国舞蹈引领观众尽享
精彩。

近年来，宜阳县积极贯彻落实“全
面普查、摸清家底、健全机制、规范管
理、整体保护、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目标，采取多项举措推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选派业务骨干
参加洛阳市非遗保护业务培训，并加强

对“苏羊竹马”“同乐社盘”“聂麟
郊膏药”等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培
训工作；积极做好今年洛阳市第 4
批非遗项目的申报工作，先后采

集图片 500 余张、视频 200 分钟，整理
文字资料 4 万余字，成功申报了“种德
堂针灸”“韩城羊肉汤烹饪技艺”“谷氏
积善堂中医处方”“刘秀的传说”“李贺
的传说”5 个非遗项目；完成“灵山庙
会”“苏羊竹马”“聂麟郊膏药”等往年省
级非遗项目的资料整理工作，为申报国
家级保护项目打下基础。

“活鱼水中看，遗产用中传”。宜阳
县十分重视非遗项目成果展示，充分
利用各种媒介，依托“非遗宣传日”、

“滨河之声”、庙会、重大节庆等公共文
化活动，让非遗登台唱主角，使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观众欣赏的目光中焕发新
生机、充满新魅力，为群众带来文化新
感受。

宜阳县是战国时期韩国都城、唐朝大诗
人李贺故里、西游文化之乡……人文资源得
天独厚；千年古刹灵山寺、唐连昌宫遗址、后
晋高祖陵、福昌阁……文化遗迹星罗棋布。

近年来，该县立足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度
挖掘历史内涵，以文化旅游“雁阵效应”引领
社会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形成颇具特色的文
化产业链条，为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
文化实惠。

灵山寺是中国佛教祖庭白马寺的姊妹
寺，也是中原地区唯一集“名山、名寺、名树”
于一体的佛教圣地和旅游景区。2010年，该
县紧扣文化、生态、区位、水系4大要素对灵
山文化旅游区进行开发，规划建设面积26平
方公里，总投资35亿元，实施灵山寺主景区、
灵山莲花公园、灵山新村、老年养生村、灵枫
仙麓、洛神文化产业园、河洛明珠万亩农业生
态观光园、水上运动基地8大板块建设，全部
景区将于2014年年底建成。届时，宜阳灵山
将成为中原地区集佛教文化、生态养生、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5A级风景区。其
中，作为核心的灵山主景区，确立了突出佛教
文化的主题，建筑风格匠心独运、引人入胜。
灵山寺周边村民也将在景区投入运营后，依
托景区从事商贸服务业，收获文化软优势带
来的巨大产业效益。

为丰富灵山景区文化内涵，宜阳县采取
市场化运作手段筹资2.4亿元实施莲花公园
项目建设，计划种植小碧苔、墨荷、紫绣球等
莲花品种1500多亩，并将建成莲花广场、青
莲居、荷花坞等30多处景观设施。目前已种
植荷塘莲花600多亩，完成了公园大门、橡皮
坝、园内道路、观光桥等工程建设，整个公园
无论从自然风物还是宗教内涵上都与灵山寺
遥相呼应，相映生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的诗意美景已然实现，翠柏掩古
寺、钟声伴花香的山水长卷正徐徐展开。

为挖掘 和 保 护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2011
年，宜阳县计划总投资近 1 亿元在李贺故
里三乡镇，兴建汉唐文化主题公园。该公
园占地 2300 亩，计划建设李贺纪念馆、连
昌河水系生态景观工程、汉唐影视基地等
10 项工程。目前，景区主体工程已基本完
工，正在进行绿化美化。该项目全部完成
后，不仅有效保护了汉光武庙、五花寺塔
等历史文化遗址，而且将有机整合旅游资
源，打出“历史+文化+旅游”的“组合拳”，
投入运营后预计年利润超过 1000 万元，
同时可带动商贸服务业发展，让广大群众
在古老土地上挖掘出新效益。

品味着文化产业的凤凰涅槃，宜阳县
勾勒出了日渐清晰的文化产业轮廓：以灵
山文化旅游区为主线，引领旅游文化产业
大发展，凸显文化惠民效果。全县娱乐、书
画、陶艺等 100 余家社会文化企业正逐渐
摒除总量小、品牌少、分散化的弊病，走向
抱团发展、彰显特色的快速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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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新阵地 民生情怀暖城乡

非遗唱主角 巧打特色文化牌

农家书屋提供文化营养餐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雁阵”出效应
文化产业正扬帆

宜阳灵山文化旅游区宜阳灵山文化旅游区

宜阳“滨河之声”大型文艺演出活动

仲夏之夜，临水而立的宜阳县滨河文
化广场，清歌悠扬伴流水，舞袖翩飞竞波
光。台上，晚会缤纷多姿、异彩纷呈；台下，
观者如潮、座无虚席。

秋收过后，庄稼汉们开始坐到窗明几
净的农家书屋里看书读报，汲取科技致富
知识；新月初上，农村文化广场上热闹非
凡，村民们翩翩跳起广场舞，“夜生活”和城
里人一样丰富多彩。

洛水河畔，文化新声为民谱；广袤农
村，文化之花弥芬芳。散发着“滨河之声”
特有文化气息的群众文化活动陶醉了宜阳
人，镌刻着民生情怀的乡村文化阵地温暖
了百姓心。而这些，仅是宜阳县创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精彩点滴，群众文化生活
佳景中的一抹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