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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2 日至 14 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

中心城区文旅发展座谈会，来自全市的 50余位

文旅方面专家、学者、资深从业者及群众代表等

齐聚一堂，纵论文旅产业未来突破方向，挖掘梳

理特色文旅资源，着力赋能现代化省域副中心

城市建设。

文旅产业是南阳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城

市的一项重要支撑，监督副中心城市专项规划

是市人大常委会今年的“三件作品”之一。为把

文旅产业发展纳入控制性详规和专项规划中，

以规划引领发展，为城市文旅产业发展留足空

间，市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以前瞻性

的目光奋力作为，向全市广发“英雄帖”，就充分

做好南阳文旅产业和白河两岸景观带布局征求

意见建议。

自今年上半年开始酝酿谋篇，到本次座谈

会召开，此次旨在擦亮南阳文旅“龙头”“凤冠”

名片的活动历时将近半年，汇聚凝结了各方智

慧和力量。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程参与，与大家一起交

流观点、碰撞思想，为大讨论指方向、明路径。

与会人员见仁见智、献言献策，多角度分析

南阳文旅优势短板，认真提出意见建议，全力为

南阳文旅产业发展明思路、谋良策、开良方。

从谋长远、布全局这个维度看南阳文旅，与

会 人 员 认 为 ，梳 理 挖 掘 文 旅 资 源 要 重 点 做 好

“ 点 ”“ 线 ”“ 面 ”三 个 方 面 工 作 。 首 先 要 定 好

“点”，选择“龙头”“凤冠”景点要有取舍，力避不

分主次、不加区别地进行打造；找准“线”，突出

重点抓住“纲”，纲举目张，用优势景点引领文旅

全面提升；布好“局”，用大视野推动大提升，为

文旅发展借势造势、谋篇布局，确保工作取得实

绩实效。

这次座谈会是一次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的

具 体 实 践 ，是 践 行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的 真 实 写

照。座谈会本着遵从民意、集中民智、惠及民

生、多方参与的原则，重点聚焦中心城区文旅发

展规划，聚力搭建交流沟通平台，4 场座谈会共

梳理收集针对中心城区文旅产业发展的各类意

见建议等上百条，并深入挖掘出多个湮没于历

史、深藏在民间的历史遗迹遗址，使这些历史记

忆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同时，针对与会人员

提出的意见建议等，市人大常委会认真分门别

类，仔细归纳整理，力争将最现实的声音、最真

挚的建议收集起来，形成最切合实际、最有利于

中心城区文旅“破圈出彩”的高质量意见，为南

阳文旅产业走稳走好发展之路提供支撑。

与会人员表示，南阳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

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走进南阳可“文明探源”

“伏牛探宝”“淮河探秘”，特别是以伏牛山、淮河

源、独山玉、月季花、张仲景为代表的“山”“水”

“玉”“花”“圣人”，览山水之幽，得人文之胜，集

合了山与水、文化与传承的生动素材，为南阳文

旅勾勒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风景线，是南阳文

旅产业的一张金质“名片”。南阳旅游要发展，

只有抓紧抓牢这张“名片”，持续叫响“南阳，一

个值得三顾的地方”，全面提升旅游质效，高质

量打造南阳游客服务中心，有效擦亮“龙头”“凤

冠”名片，南阳文旅发展才有底气、有张力、有深

度，有诗、有歌、有远方，才能真正留住人、留住

心、留住深深的眷恋。

一 场 场 热 烈 务 实 的 讨 论 、一 个 个 富 有 创

见的观点、一条条靶向精准的建议，为推动南

阳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打 开 了 思 路 、明 确 了 方 向 。

座谈会上，经过深入研讨、广泛征求意见，与

会 人 员 将 中 心 城 区 60 多 个 景 区 景 点 遗 迹 遗

址等分门别类，进行精心梳理，用“长藤结瓜”

的办法，将其大致分为五个大类，并初步梳理

出“龙头”“凤冠”景区。同时，为凝聚更多智

慧力量，吸纳更多人讲好南阳“诗和远方”的

故事，经过精心整理，本次座谈会与会人员的

精 彩 观 点 予 以 集 中 展 示 ，力 争 形 成 多 角 度 互

动交流，取得最大共识，形成品牌标识，让这

场 意 义 重 大 、影 响 深 远 的 南 阳 文 旅 发 展 大 讨

论活动真正取得实效，进一步叫响“南阳，一

个值得三顾的地方”城市品牌，为高质量高水

平 建 设 现 代 化 省 域 副 中 心 城 市 做 强 文 旅 支

撑。②5

挖掘梳理文旅资源 擦亮“龙头”“凤冠”名片
—市人大常委会中心城区文旅发展座谈会剪影（按姓氏音序排列）

遗址遗迹遗存类

黄山遗址：位于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白河

西岸，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

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的中心性聚落遗

址 ，距 今 约 6000—2500 年 。 黄 山 遗 址 仰 韶 文

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及玉器加工遗址的发

现，及出土的一批玉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

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作坊的空白。

其他景点：南阳古城（梅花城与“四关”）、瓦

房庄冶铁遗址、万兴东大药房、瓜里津渡口、琉

璃桥、丁奉店汉墓、九女冢汉墓、明远顶与望仙

台、钓鱼台、石桥晾瓜台港、瓦店港（界中白马冢

码头、白水村码头）、襄阳渡、校场渡口、白河更

始帝刘玄登基处（坛）、十里庙黄权墓、白水矶

（瓜里津）向城遗址、武城遗址、魏公桥、博望坡、

古谢国遗址、古申国遗址、古缯国遗址。

祠观庙宇场馆类

医圣祠：位于城东温凉河畔，是东汉医学

家、医圣张仲景的墓、祠所在地，始建于明嘉靖

二十五年，馆藏器具文物 100 余件（套）、古籍书

刊文献上万册。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对

中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学说和

实践为后世中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

前，以中医祖庭医圣祠为核心，集文物保护、典

籍收藏、文化展览、学术交流、中医诊疗、研学体

验、中医药产业发展和观光旅游等功能为一体

的医圣文化园一期项目已经建设完成。

其他景点：武侯祠、汉画馆、南阳府衙、张衡

博物馆、鄂城寺、“三馆一院”、世界名人馆文创

综合体、天妃庙、三皇庙、黄忠祠（黄忠故里）、红

庙、鲁班庙、杜公祠。

山川园林湖泊类

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位 于 月 季 大 道 南

侧 ，总 占 地 约 3200 亩 。 园 区 共 种 植 各 类 月

季 180 余 万 株 ，6100 多 个 品 种 ，是 国 内 面 积

最 大 、品 种 数 量 最 多 的 月 季 专 类 园 。 园 区

投 用 以 来 ，已 经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400 余 万 人

次 ，被 世 界 月 季 联 合 会 授 予“ 世 界 月 季 名

园 ”称 号 。

其他景点：独 山 国 家 级 森 林 公 园 、王 府

山 、南 都 湖（鸭 河 口 水 库）、独 山 等 九 架 孤

山 、申 伯 公 园（接 官 亭 、申 国 贵 族 墓）、麒 麟

湖 风 景 区 、白 河 湿 地 公 园 、杨 家 后 坑 、白 河

外 滩 、CBD 商 务 中 心 区 、古 风 白 河 驿 站 、兰

湖 风 景 区 、泗 水 、梅 溪 河 、温 凉 河 、白 桐 干 渠

渠 首 圪 坦 头 湖（湖 心 岛 、召 信 臣 祠 、古 村）、

槐 香 湾（马 渡 堰 、汉 冢 及 石 桥 、碑 刻）。

故里故居故址类

二月河故居：位于白河之滨，是一栋二层

红砖小楼，闻名于世 的“ 帝 王 系 列 ”等 鸿 篇 巨

制即诞生于此。1992 年，二月河回到卧龙区

宣 传 部 工 作 ，之 后 就 深 居 该 小 楼 ，由 此 走 上

文学创作之路。以这座小楼为起点，二月河

的 作 品 走 向 全 国 ，走 向 世 界 ，得 到 了 众 多 读

者的喜爱，其作品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力。

其他景点：范蠡故居（界中古镇、范蠡墓、三

十里屯范蠡祠）、光武故里（白水村、贵人乡）、杨

廷宝故居、百里奚故居、董作宾故居、张嘉谋故

居、王永民故居、郭宝钧故居。

红色初心励志类

解放广场：位 于 白 河 之 滨 ，是 为 纪 念 南

阳 解 放 而 建 。 其 中 ，南 阳 解 放 纪 念 碑 立 于

广 场 正 中 ，是 广 场 标 志 性 建 筑 ，碑 座 南 面

是 前 国 家 主 席 李 先 念 手 书 的“ 南 阳 解 放 纪

念 碑 ”，北 面 是 伟 大 领 袖 毛 泽 东 主 席 亲 自

为 新 华 社 撰 写 的《中 原 我 军 占 领 南 阳》，

东 、东 南 、西 、西 北 面 为 我 军 民 奋 勇 前 进 、解

放 南 阳 之 浮 雕 。

其他景点：孙家楼县委机关大院、南阳酒精

厂（芳林酒厂）旧址、豫西南党代会旧址、宛东战

役战斗地、国防教育基地。②5

打造“龙头”“凤冠”景区，既要

考虑景观历史文化价值，还要考虑

当代审美价值，使南阳优秀历史文

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交相辉

映。

南阳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建议在对南阳文化旅游资源

挖掘梳理打造中，要加强对南阳

文化遗产的研究阐释、保护传承，

突出南阳地方文化特色，彰显南

阳在中华文明探源、玉文化研究、

“两汉”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价

值，全力赋能南阳城市高质量发

展。

董全生 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党委书记

打造重点景观，要具有典型性，能

代表南阳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且有

相当规模。如果是历史遗迹、遗址等，

一定要具备原真性、完整性和可持续

性。建议重点围绕康养、保健、医疗领

域，构建产业链，发挥医疗康养产业集

聚效应，打造引领南阳康养产业发展的

新引擎。以两汉文化、玉文化、月季文

化等特色文化为核心，依托医圣文化

园、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等载体，推动

文化、生态、康养、旅游深度融合，形成

独具南阳特色的旅游产品。

赫玉建 市文广旅局原副局长、研究员

南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分界

线上，白河绕城而过，沿岸历史文

化遗迹遗址众多，是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

独具特色的南阳文化，也为南阳

遗留下了众多的人文自然遗产，

为南阳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建议在打造重点文旅

景点时，要依托这些丰厚的资源

优势，突出地域特色，注重自然资

源与人文资源结合，形成独特的

南阳旅游新景观。

包明军 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

南阳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 ，南 阳 的 景 点 分 别 代 表 着 南 阳

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更是一种有

底 色 、有 温 度 的 城 市 记 忆 。 打 造

南阳文旅“龙头”“凤冠”名片，希

望 选 取 其 中 最 具 有 代 表 性 ，更 能

展 现 南 阳 魅 力 、体 现 南 阳 文 化 价

值 的 景 区 景 点 ，进 行 高 水 平 打 造

开 发 ，进 一 步 提 升 南 阳 的 知 名 度

和 美 誉 度 ，为 南 阳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坚强文旅支撑。

黄迎光 市博物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南 阳“ 两 汉 ”文 化 璀 璨 ，丰 富

的 历 史 文 化 ，是 南 阳 取 之 不 竭 的

文 旅 资 源 ，也 是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的

核心支撑。中心城区成熟景区有

卧龙岗、医圣祠、南阳府衙、张衡

墓等，其中张衡墓与鄂城寺、国防

教 育 基 地 毗 邻 ，建 议 将 该 区 域 连

片打造，穿珠成链，全面丰富文化

内涵，形成历史、军事、宗教文化

连 片 文 旅 综 合 体 ，有 效 提 升 该 区

域景点的影响力、辐射力。

崔鉴平 南阳唐王府博物馆馆长

建议以医圣文化园、南阳府

衙博物馆、卧龙岗文化园（汉画

馆，武侯祠）、瓦房庄冶铁遗址等

为重要推手，重点升级打造中心

城区及“一河两岸”风景带景观，

深入挖掘中心城区文化历史，完

善休闲服务设施，白天开通雪枫

桥至鸭河口水库段的空中观光直

升机，晚上设置船上夜游白河项

目，同时，进一步充实中心城区景

点文化内涵，提升服务效能，形成

“一河两岸”与“中心城区”，陆地、

空中、水上，昼夜均可观赏南阳美

景的立体文旅大格局。

褚东升 南阳楚文化研究会会长

先秦文化、两汉文化和明清文化

在南阳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为传承

和发展中国文化脉络，坚定文化自信

奠定了坚实基础。综合城市定位与

市场运营可操作性，推荐自解放广场

附近古寨门区域起，沿南阳中轴线向

北、东西兼顾延伸，建设一个“文明在

宛”文化观光带，其中，以医圣文化园

为核心园区，重点建设中医药文化及

康养文旅综合体；沿白河上下游延伸

发展白河休闲经济带，核心元素包括

万里茶道、渡口文化、度假体验等，然

后两条主线交会于黄山遗址文化公

园。

邓绍升 南阳国旅总经理

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在花开时

节游人如织，无花季节则显得冷落，

可以为大观园植入汉文化元素，打

造新形态“汉文化互动+体验+月季

景观”文旅项目，以汉文化故事和体

验为中心，讲好汉文化“故事”。同

时，保留原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的

观赏性质，打造南阳“第一个”实景

展 示 和 沉 浸 式 互 动 汉 文 化 体 验 景

区，以及“第一个”水上大型实景演

出等，让汉文化在旅游者心中形成

深刻记忆，确保景区有花惊艳、无花

惊喜，四季焕发诱人魅力。

范 真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建议部分景点可以合并组团打

造。比如位于老城区的不少景点可

以以“古宛城”的名字出现，将府衙、

王府山、万兴东大药房、孙家楼、三皇

庙、梅花城、玄妙观以及众多的古商

号、古作坊等都包含在里面，张衡文

化园把鄂城寺包含进去，黄山遗址公

园把独山融合在一起等，使每个区域

既是成片的独立景区，又可以将各个

景点串联成链，让每个景观区域内都

有丰富的内容，有不同的看点。同时

建议关注老工业基地的文旅转型开

发。

曹新洲 黄山遗址博物院院长

城区景观及白河景观要设计

成一条完整合理的线路，提升游客

的体验感；要把景观改造提升放在

成熟景观上，未开发的景观打造要

慎重；景观打造要与民生经济结合

起来，与吃住行娱购游结合起来，以

吸引游客；景观要注入文化内涵，不

能仅有景观没有文化，当今白河景

观很少见到南阳文化的影子，大多

是纯粹的园林景观，建议赋予景观

文化内涵。同时，诸葛亮作为知名

度很高的南阳历史名人，对相关旅

游开发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高二旺 南阳师院历史学院院长

重点景观建设建议从两个方

面入手，即上天留给人类的自然景

观和老祖宗留下来的历史人文景

观。按照以白河为主线打造白河

景观的发展思路，沿河的丰山、黄

山、独山和白河“三山一河”高度浓

缩了南阳的历史与文化，同时，南

阳的人文景观众多，像医圣祠、武

侯祠、瓦房庄冶铁遗址、南阳梅花

城与“四关”等，都彰显了南阳丰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建议自然和人文

景观两个方面并重，进行高质量打

造。

毕跃杰 南阳汉文化研究会会长

宛城区瓦店镇八里铺史传是光

武帝刘秀故里，这里至今还保留着

明代官府所立的碑文，南阳景观建

设应把刘秀故里列入议事日程。同

时，建议对宛城区黄台岗镇的范蠡

祠尽快进行复建。此外，以天妃庙、

白河古渡口及“金赊店、银石桥、铜

瓦店、铁安皋”为代表的古宛文化遗

存，是万里茶道和“一带一路”的重

要见证，南阳也因此成为全国为数

不多的“一带”“一路”交集城市，建

议重点对这些景观进行打造。

郭启朝 资深媒体人

文旅资源的发掘、梳理、打造要紧

紧围绕李白《南都行》、张衡《南都赋》

中的“白水真人”“既丽且康”文化元素

进行。要紧抓龙头（凤冠），舞动几条

文旅线（路）。如丝线（路）的博望古

城、古缯国遗址；茶线（路）的府衙、妈

祖庙；玉线（路）的独山、黄山古制玉集

地；水线（路）的黄山古运河、邵文渠；

城线（路）的楚长城、梅花城；字线（路）

的陶符、岩石文（岩画）；史线（路）的南

召猿人、小空山智人、黄山遗址。同

时，推动相关文化资源的国家文物保

护单位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南阳中心城区及白河风景带景

观应着力突出“汉兴南阳”这一主要

优势和特色。作为西汉兴盛地、东汉

“龙兴之地”和三国文化发祥地之一，

南阳应围绕“两汉”文化做文章，突出

“汉兴南阳”主题，在内涵上深度挖

掘，在地标上彰显特色，在人物上倾

力塑造，在布局上众星捧月，在产业

上深度融合，在宣传上创意推介，持

之以恒，久久为功，最终必将使南阳

形成与“北京明清文化”“西安汉唐文

化”“开封大宋文化”遥相呼应而相对

独立的历史大文化格局。

关玉国 南阳日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

郭起华 南阳日报社社委、河南省“四个一批”人才

“小空山遗址群”“岩石文化遗

址群”“丰山怀古”“黄山遗址”，这几

个景观相连相生，共同构筑出人类

进化史的一条完整的链条，也是中

华文明演变的一条南阳链条，建议

连线打造。此外，白河沿岸及中心

城区，遗址、古建筑众多，可以把距

离较近、内涵相似度高的景点划为

一个景观区，然后进行联合打造，这

样可以避免景点众多难以取舍、挂

一漏万的情况发生，也避免了单一

一个景点单薄、吸引力不足问题。

白振国 市中国先秦学会古文明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下转04、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