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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文旅深度融合“交响曲”
邯郸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的千年古城邯郸，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文
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享有成语之都、太极之乡的美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邯郸围绕区域文化旅游中心城市建设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将厚重的历
史文化积淀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叠加为文旅融合发展的独特优势，一幅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动人画卷，在这片热土上徐徐展开。

邯郸市委、市政府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省委十届三次全会精神，
坚持用文化丰富旅游内涵、提升

旅游品位，用旅游带动文化传播、推动
文化繁荣，科学描绘文化强省、旅游强省“邯郸场景”，积
极构建“成语之都、太极之乡，邯郸——一座等了您三千
年的城”城市品牌体系，加快建设区域文化旅游中心。

聚焦鲜明人文特质，做精成语典故游，打造中国成
语探究打卡地。出自邯郸或与邯郸有关的成语典故达
1584条，使邯郸荣膺“中国成语典故之都”。我们将围
绕成语实景演绎、文化品牌培塑和数字技术赋能，全面
提升“成语典故游”的影响力。注重游客直观感受，加快
推进中华成语典故馆、鲲乐湾等重点文旅项目，丰富成
语实景演绎形式。对标《中国成语大会》《成语天下》等
经典节目，推动更多文化精品登陆央视。依托现代数字
技术，创新塑造数字成语馆、《诗画成语》等文旅业态，
让游客深入体验成语典故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带
动更多人走进邯郸、爱上邯郸。

聚焦文物保护开发，做实古城深度游，打造历史文
化产业聚集地。邯郸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物遗存丰
厚。我们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全方位展现

“三千年古城”独有魅力。以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七彩
文化城建设等为重点，培育一批“人气旺、特色强、有文
化底蕴”的文旅业态。充分释放广府“古城、水城、太极
城”品牌效应，办好国际太极拳运动会等主题活动，建设
世界太极拳文化旅游中心。高标准规划建设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邯郸段），争取赵王城、邺城、大名府故城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尽早挂牌，进一步培塑邯郸文化标识。

聚焦丰富革命资源，做强红色研学游，打造国家红
色文旅融合示范地。革命战争年代，刘邓大军在邯郸战

斗生活6年之久，留下了众多革命旧址。我们将用
好红色资源、赓续太行精神，让红色研学游在

邯郸蓬勃兴旺。优化研学路线，围绕八
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晋冀鲁豫

中央局和军区旧址，优化展陈展示、讲解体验和线路设
计，争创国家红色研学旅游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拓展研学链条，大力发展红色影视、红色出版、红色文创
等衍生产业，创建国家级红色文化旅游创意聚集区、红
色影视拍摄首选地。创新研学模式，深度开发沉浸式研
学项目，不断满足大众多层次、特色化的红色旅游需求。

聚焦壮丽自然风光，做大生态康养游，打造京津旅
游度假目的地。我们将把绿水青山做成最大财富、最大
优势，健全生态康养产业体系和京津旅游目的地体系。
挖掘主题康养度假资源，围绕太行红河谷、磁县溢泉
湖、康养东太行、复兴园博园等重点片区，培育特色旅

游小镇、精品休闲康养景区、特色街区和美丽乡村集群，构
建“养心、养肺、养眼、养身”的康养福地。推进名优品牌建设，整

合“西部山水、中部文化、东部农业”资源优势，高标准争创一批旅游
名县、旅游名镇、旅游名村，加快响堂山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创建，

推动旅游多元化、全域化发展。
聚焦短时“微度假”，做优都市休闲游，打造高品质
旅居生活首选地。我们将充分考虑游客和本地居
民休闲需要，紧扣旅游“六要素”补短板、强弱项，
不断夯实都市“微度假”基础。培育特色餐饮品
牌，挖掘整理“赵宫膳谱”饮食文化，规划打造“十
大特色旅游饮食街区”，提高旅游餐饮服务水平。
全面优化住宿品质，建设亲子酒店、度假酒店、主
题酒店等住宿业态，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
旅游住宿体系。科学规划城市度假带，加快建设
滏阳河旅游休闲走廊，全面提升城周绿道、风景
道、游憩道，改善大众出行体验。优化商圈业态布
局，着力构建文体商旅综合体，一站满足“吃、喝、
游、乐、购”消费需求。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历久弥新的邯
郸，山水古城相依相融，一年四季美景不断。热诚欢

迎四海宾朋，常来邯郸、品味邯郸、乐享邯郸。
（作者系邯郸市委副书记、市长）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耀眼的光
束 从 涉 县 赤 水 湾 古 镇 文 昌 塔 上 射
出，在动感十足的音乐中，大型塔
楼实景光影剧 《风华涉县》 拉开演
出序幕。徜徉古镇的游客可通过这
部以现代科技手段展现的“大型涉县
历史文化剧”，了解涉县古老的历史
传奇故事。

邯郸历史资源禀赋独特，大美山
水令人向往，现有娲皇宫、广府古城2
家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东太行、七步

沟、京娘湖等 17 家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还拥有馆陶县寿山寺乡寿山寺东
村等 7 个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23 个
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

山水相伴，文旅融合。近年来，
邯郸市深挖历史文化资源，以项目建
设为支撑，不断升级产品供给，实现
旅游业态多元发展。

截至目前，华侨城集团、华强集
团、万达集团、中景信集团、伟光汇
通集团、曲江文化等文旅龙头企业纷

纷布局邯郸，漳河经济开发区成功打
造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赵都水镇
一期、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赤水湾
古镇等一批精品文旅项目建成投用，
冰雪水世界等项目加快推进，全市助
企纾困活动深入开展，今年以来完成
文旅产业项目投资90亿元。

“文化+”“旅游+”“文旅+”……多
业融合形成特色，邯郸文旅产业向

“全域突破”转变。
今年，《风华涉县》等旅游演艺产

品持续升级，赵国古都七彩文化城签
约落地，大型成语主题乐园方特国色
春秋打造了文旅融合新典范，数字技
术让响堂千年石窟风采再现，赵王印
象城工业旅游景区成功挂牌国家4A级
旅游景区，九龙山矿山生态修复公园
生动践行“两山”理论，亿通邯郸紫
山营地等研学教育产品应运而生，黄
瓜小镇、鸭梨采摘等农业观光体验方
兴未艾，游客拥有了更丰富有趣的文
旅体验。

在中国首个成语数字人推广大使邯丹丹的带领
下，游客走进“邯郸数字成语馆”，沉浸式体验邯郸城
市文化与成语文化的魅力。11 月 16 日，“邯郸数字
成语馆”成功亮相 2022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展 现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和 中 国 成 语 典 故 之 都 的
魅力。

邯郸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辉煌历史赋予了邯郸厚重的文化底蕴，其内涵博大
精深，风格丰富多彩。

这里有不可移动文物近5000处，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4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8处、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321处；馆藏可移动文物60675件/套，其中一
级 139件/套、二级 294件/套、三级 2906件/套，是位居
全省前列的文物大市。武安磁山遗址、临漳邺城遗址

及磁县北朝墓群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熠熠生辉。全市列入人类非

遗代表作名录2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28项，省级非
遗保护项目11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示范基地1家，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项目3项，全
市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59家。

历史映照当下，更昭示未来。为更好地让文物、非
遗活起来，邯郸市创新思路，让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反哺
城市、惠及人民，彰显非遗时代价值，打造文旅融合新
亮点。

如今，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邯郸段）建设加
快推进，赵王城、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效凸
显，太极文化、赵文化、红色文化等12个文化主题公园
精彩亮相。成语数字化博物馆建成投用，邯郸市博物

馆、北朝历史博物馆等坚持科技赋能、开门办
馆，成为最受欢迎的“城市会客厅”。全
市开发文创产品 1200 余种，“将文
物带回家”成为新时尚。同时，加
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挖掘
和阐发，全市一大批非遗工坊、非
遗企业挂牌成立，非遗产品、非遗
衍生品走俏热销，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振兴注入了
新的更大的内生动力。

厚重的历史文化融合旅游业
态，让游客更深层次地感知文物、
非遗的独特魅力，也赋予文旅业
更蓬勃的生命力。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大众共享文化成果，才
能让“诗”和“远方”实现更好联结、共创美好
生活。

近年来，邯郸市加大公共文化场馆建设力度，
市博物馆新馆、市群艺馆新馆、新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市新媒体产业园等一批重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项目建成投用；全市建成公共图书馆 19 家、文化
馆 19 家、博物馆 16 家，乡镇 （街道） 综合文化站
248 个、村 （社区）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5686 个，
形成了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
络，每万人平均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位居全省
前列。

家住邯郸市广厦小区的王先生说自己很幸福，
“出了小区大门就是大剧院，还有图书馆和博物馆，
可以方便地享受文化‘大餐’，每周末我都会带孩子

去图书馆读书，那里学习氛围很好。”如今，生活在
邯郸的人们发现，这座城市的文化气息与日俱增，
去博物馆赏文物、去大剧院看话剧表演成为新时
尚，无论是高大上的文化艺术中心，还是小区里的
文化服务站，在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同时，也使文
化触角不断延伸。

目前，邯郸市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多元供给新趋
势。扎实推进“总分馆”制建设，县级文化馆、图
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实现所有县 （市、区） 全覆盖。
以数字化提升供给效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博物馆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加快推进。

全市艺术精品创作展演成果丰硕。立足邯郸深
厚文化底蕴和改革发展实践，先后创排了大型魔幻
舞台剧 《黄粱梦》、平调落子剧 《大喇叭》、豫剧

《天绿》《郭隆真》《咱家闺女》等一批接地气、传得

开 、 留 得 下 的 现 实 题 材 精 品 力
作。其中，《黄粱梦》荣获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剧目
奖，《天绿》《大喇叭》《飞
车 壮 歌》 等 荣 获 河 北 省

“五个一”工程奖，《咱家
闺女》 等入选全国优秀现
实 题 材 舞 台 艺 术 作 品 展
演，《郭隆真》 入选河北省
庆 祝 建 党 100 周 年 重 点
剧目。

以 文 为 笔 ， 以 旅 为
墨，邯郸文旅高质量发展
的幸福图景正向着纵深铺
展，走向更辽阔更精彩的“诗
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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