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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对比:

历史遗址1074处
仅对外开放1处

历代较大古墓葬1038座
仅对外开放2座

古建筑4932处
仅对外开放7处

大型遗址、遗存7处
仅对外开放1处

我市拥有：

洛阳8张
金质名片

华夏文明
肇始地

道教文化
创始地

儒学文化
兴盛地

佛教文化
首传地

理学文化
渊源地

帝都文化
荟萃地

牡丹文化
中心地

世界遗产
集成地

洛 阳 古 为
“天下之中”，是
“最早的中国”，
历史悠久、文化
灿 烂 ，底 蕴 厚
重。盘点洛阳的
历史文化资源，最
珍贵的当属 8 张

“金质名片”：

北京
超百亿元

杭 州
约4亿元

洛阳

仅300余万元

（一）更加重视顶层设计

市政协调研组关于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
报告，讲出了真问题、提出了真思路、拿出了真对策，让
人对洛阳文化产业即将到来的春天充满期待。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化产业是21世纪最具
发展潜力的产业。加快建设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
中心城市，洛阳对“文化软实力”寄望甚深。

洛阳的文化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肩负起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的重任”既是学术界的期许，也应该成为
我们的自觉。然而时至今日，洛阳文化产业的发展仍
然步履缓慢，在全省的位次竟落在郑州、许昌和开封之
后，陷入“抱着金碗没饭吃”的尴尬境地。

作为“最早的中国”，洛阳怎么了？
细究起来，问题不是没有剖析过，思路不是没有理

清过，对策不是没有讨论过，但说一千道一万，恐怕还
是落实不过硬的问题。

比如抓龙头项目。都知道“满天星斗缺明月”是洛
阳文化产业的一大软肋，也都知道龙头项目能产生龙
头效应，为此我们也规划了不少重大龙头项目，可几年
时间过去了，一些备受人们关注的龙头项目仍未从纸

上落到地上。
比如改体制机制。相关单位条块分割，甚至相互

掣肘的问题，存在了多少年？讨论了多少年？改革也
喊了多少年？可直到今天，“各自为政”依然故我，仍在
制约全市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年洛阳上上下下的努力，也
不能忽略这些年洛阳文化产业的长足进步，但对那些困
扰洛阳文化产业健康成长的沉疴痼疾，我们更不能无视！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问题是时代的强音。还
是那句话，要想让洛阳真正成为“最具中国元素、最具
中国特质、最具中国味道的国际历史文化名城”，对文
化产业就非抓好落实不可，切实深化改革，切实补齐短
板，切实做强产业，切实抓好龙头，一步一个脚印，最终
走进文化产业的“春天里”。

洛 阳 的“ 金
碗”，真的不能再空
空如也下去了。增
强“软实力”，更须

“硬落实”！

“软实力”更须“硬落实”

盘活文化资源 繁荣文化产业
——关于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市政协调研组

根据市委主要领导的指示，市政协近期组成调研组对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
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由于文化产业涵盖的范围很广，这次调研主要围绕我市
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市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
发利用不足，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
赋反差巨大，陷入“抱着金碗没饭吃”的尴尬境地。2012
年全市文化产业普查资料显示，当年全市拥有文化产业单
位1.15万家，从业人员13.43万名，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71.93亿元，同比增长14.5%。尽管近些年，全市文化产业

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速度、质量都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
势，但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2013年数
据对比来看，我市与杭州旅游人数基本相当，但旅游收入
杭州是1600多亿元，我市不到500亿元。从在全省的排
序看，2012年，我市总量在全省18个省辖市中位居第4，
与前3名的郑州、许昌、开封差距显而易见。（见下表）

● 开展国内营销 围绕“文化圣地、千年帝都、牡
丹花城、休闲胜地、丝路起点”五大城市形象定位，制订
宣传计划，开展形象推介。邀请国内主流媒体关注洛阳、
宣传洛阳。策划制作洛阳形象宣传片，摄制高水平的洛
阳城市文化旅游、主要景区宣传片和纪录片，编辑出版一
批展示洛阳厚重文化的优秀出版物。建立影视题材库，
聘请优秀编剧导演创作拍摄在全国有影响的影视作品。

● 开展国际营销 整合全市对外宣传资源，邀请
国际知名媒体及重点客源国媒体进行文化旅游宣传，
借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覆盖全球的多语种
电台广播和网络平台，在全世界开展洛阳文化旅游宣
传和产品营销，吸引潜在海外客源。

● 开展网络营销 利用网络、微博、微信、微电影
等各种新兴媒体和社交网络，与谷歌、腾讯等网络巨
头，乐途、携程、淘宝旅行等在线旅游企业开展深度合
作，对洛阳的名城、名花、名品、名人等文化旅游和品牌
进行文化创意宣传营销，举办“千人万帖话牡丹”网民
宣传活动，发挥“精彩洛阳”“微博洛阳”两大官方微博
宣传优势，展示洛阳良好形象。

● 开展节会营销 策划推出新的节会活动项目，
引进、承办影响大、品位高的区域性、全国性和全球性
节会、演出、体育赛事，开拓潜在市场。加强我市现有
航线到达城市、国内外重点旅游城市的旅游营销，不断
增强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

省辖市名称

郑州市
许昌市
开封市
洛阳市

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亿元）

2012年
173.0
72.4
66.2
52.0

2012年位次
1
2
3
4

2011年位次
1
2
3
6

占当地GDP的比重（%）

2012年
3.12
4.22
5.49
1.74

位次
3
2
1
9

占全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增加值的比重（%）

2012年
25.83
10.81
9.89
7.75

位次
1
2
3
4

对策与工作建议

在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市委书记陈雪枫对“建设
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的重要内涵做出系统阐释，强调要把洛阳建设
成为中原经济区的重要增长极、文化示范区、最佳宜居地和开放创新城，并形成了
决议，确立了洛阳发展的目标定位。其中文化示范区这一定位，凸显了古都洛阳独
特的文化优势和城市个性。可以说，推动洛阳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机和条
件已经成熟，繁荣发展正当其时。

● 准确定位 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副中心
城市文化示范区行动计划》，牢固树立“发挥优势、盘活
资源”的理念，擦亮“文化圣地、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休
闲胜地、丝路起点”五张名片，努力把文化产业培育成
为我市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使文化软实力成为洛阳的
核心竞争力。

● 规划先行 高标准聘请国家级权威机构、知名
策划团队，科学编制我市文化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以文化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为突破口，着力盘活文化资源；明确全
市文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全市文化产业形成区域空间
布局的错位发展、互动发展、规模发展；各县（市）区要制
订各自文化产业发展详细规划，做好衔接和落实工作。

● 策划引领 聘请一流的创意策划团队和人士，

对全市文化产业项目进行深度策划，并对项目实施的
各要素进行评估，使招商项目针对性更强、落地更快、
建设更快。

● 专业评估 市规划局要建立城市规划文化元
素评估制度，在各级规委会中成立文化专家咨询委员
会，邀请文化专家对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把关，对拟建的
历史文化园区、公园、故居等公共建筑和街道、桥梁等
进行文化评估审查。

● 政策支撑 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出台的各项
扶持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争取国家、省扶持资金。市财
政设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新型文化业
态和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相关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能，
制定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对文化产业给予大力支持。

● 强力推动一批龙头示范项目 根据我市实际，
用3年至5年时间，全力打造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
园区、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汉魏故城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白马寺佛教文化园区、关
圣文化产业园区、“华夏文明第一河”示范工程、白云山
和老君山旅游度假区、灵山寺文化旅游园区、中原影视
文化产业园等十大引领项目。继续抓好已开工的河洛
古镇、伊斯兰风情街、万安山、小浪底西霞院、黛眉山景
区、玄奘文化园区等一批特色项目。

● 谋划一批文化产业项目 以引黄入洛为契机，
对洛河、伊河、涧河、瀍河等河流两岸景观进行生态提
升和美化改造，开发演艺和水上旅游观光项目。加快
实施“华夏文明第一河”项目，在洛浦公园建造100位
历史名人雕像，展示洛阳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谋划、
包装一批文化旅游综合体、文化旅游新业态、休闲度假
和产业延伸类项目。

● 开拓文化消费市场 谋划建设酒吧餐饮一条
街、特色美食一条街（如灵山寺美食街、老城洛阳汤

街）、旅游购物一条街等，满足游客夜间消费需求，延长
游客停留时间。引进凯悦、喜来登、香格里拉等国内外
知名的高端品牌饭店、著名酒店集团和经济型连锁酒
店，促进酒店业升级换挡。提升唐三彩、牡丹瓷、仿古
青铜器等旅游商品研发工艺水平，拓展销售网络，扩大
市场影响，形成独具洛阳特色的文化品牌。

● 大力发展文博产业 由市文物局牵头对全市民
营博物馆资源进行整合，建设“民营博物馆产业园区”，
形成民营博物馆文化旅游示范区，在全省乃至全国叫
响洛阳民营博物馆发展品牌。大力开放招商，2020年
前建成一个占地300亩、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大型
文物艺术品交易园区，发挥洛阳文物大市的影响力。

● 推动牡丹文化节创新提升 一是举办在国内
外有影响的博览会、展销会等重要活动，打造最具国
际影响力的节会品牌。二是建设洛阳牡丹博物馆，
提升牡丹文化节的文化内涵。三是坚持文化与科技
融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技术来活化文化、
展示文化、传播文化。

（二）更加重视项目带动

（三）更加重视宣传营销

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深化改革，以改
革创新的精神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最大限度地解放和
发展文化生产力。

● 创新市场体制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作用，向市场要投资、要项目、要产品、要效
益。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各方联动、企业为主”的运行体制和工作机
制，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文化
企业的服务和管理，鼓励和促进中小文化企业向“专、
精、特、新”方向发展。

● 创新融资体制 一是做大做强融资平台。建议
成立市政府直属的文化产业投资集团，由少量财政资
金托底，整合我市各类文化资源，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融
资平台。二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多元化、
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制定《洛阳市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实施意见》，推动信贷产
品开发和创新。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 创新工作机制 一是协调机制。建议市文化发
展和改革领导小组，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组织领

导。二是行政体制。建议整合行政资源，市文广新局、
旅发委、文物局合署办公，组成市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

（保留市文广新局、旅发委、文物局的牌子），由副市级
领导担任一把手，统筹文化旅游业的全面发展。三是
服务机制。要优化环境，创新服务，简化审批流程。

● 创新人才机制 要强化“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
念，通过招商引才、招才引智，采用特事特办的方式，抓
紧引进一批善于文化创意、经营管理、资本运作、市场
策划、宣传营销等高层次人才。

● 创新考核机制 建议把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市委、
市政府对各县（市）区、市直相关委局的绩效考核体系，把
文化产业发展的绩效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的使用挂钩。

● 创新统计体系 建议市统计局按照国家统计局
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不断健全完善我市文
化产业统计体系。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以载
道，给力发展。只要我们牢固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
觉、文化自强，洛阳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潮就一定能够风
生水起、波澜壮阔！ （编者注：本文内容有删节）

（四）更加注重体制创新

资源与利用现状

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文化资源得天独厚

（二）发展水平位次堪忧

顶层设计缺位

一是缺乏总体规划。二是缺乏创意策划。三是缺乏统筹融合。四是缺乏政策体系。

开发利用滞后

一是项目建设滞后。二是缺乏龙头企业。三是资源“隐形化”瓶颈。四是自然资源缺乏文化内涵。五是忽视衍生
产品开发。六是保护与管理滞后。

融资渠道不畅

一是平台不大。二是支持不力。三是开放不够。

体制机制不活

一是领导体制传统保守。二是管理体制各自为政。三是考核机制失之于软。四是经营体制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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