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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

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

调，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

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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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有

文化才厚重。黄河文化历史久远，数代吕梁人深

受其影响，并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吕梁精神深

深植根于有数千年历史的黄河文化中。随着时代

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黄河文化的内含逐渐与新时

代接轨，衍生出新的精神层次，黄河两岸之地理视

野、历史视野、文化视野及价值视野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对吕梁精神的孕育产生着极其深远

的影响。本文意在通过对黄河文化、大禹文化、黄

土文化及宗教文化对吕梁精神的时代影响，作一

粗浅的研究探源，使黄河文化永续保护传承、吕梁

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黄河是中国第二条大河，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

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全长约 5464公里。黄河

在吕梁境内流经兴县、临县、柳林和石楼的 4县 19
乡镇 110个行政村，流程 296公里，黄河哺育了吕梁

人民，孕育了中华民族，繁衍华夏五千年的文明

史。在跨越与黄河融合、抗争、治理、驾驭的岁月

里，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绚丽璀璨的古代文化，塑造

了自强不息、披荆斩棘、百折不挠、拼搏创新的民族

品格，逐渐凝结成浩瀚渊深的黄河文化。经过数年

数代人治黄水事实践，将团结、务实、拼博、奉献、开

拓等黄河精神萌发、成长、壮大，将黄河文化、大禹

文化、黄土文化、宗教文化与新时代文化有机融合，

使黄河文化的缔造、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吕梁精神的

培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作为一条自然河流，黄

河给予吕梁人以生活的体验与生存的启迪，文化的

熏陶与精神的陶冶，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代又一代

吕梁人在反复体验与启迪中，又将物质与精神、理

念与实践、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有机融合，形成

了具有黄河文化特色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

方式、思维理念以及行为规范等。

一、黄河文化的传统内涵

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黄河以柔韧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黄河文明的先

民，容纳了黄河文明的精华，形成了仰韶、马家窑、

中原龙山、大汶口、孟门、碛口、大禹、黄河和黄土

等多元文化。古人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

仞山”“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等许多脍炙人口

的优美诗句，赋予黄河文明之大气磅礴，质朴与绝

代风华。自古以来，黄河流入吕梁境内，在碛口形

成了风姿多彩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韵味无穷

的晋商故事和风俗逸闻、百里黄河画廊的天然水

蚀浮雕、谈虎色变的“大同碛”、西湾村和李家山村

古民居，碛口古镇 351 家施银的字号、261 家施银

的商号、300年的繁荣史。有人形象地赞誉“碛口

是世界唯一”“碛口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活着

的古镇”等。每每行走在坑坑洼洼的“古商街”上，

审视着街道两旁被岁月打磨的“古店铺”、古韵幽

深的“古巷道”、斑驳陆离的“古屋墙”以及伤痕累

累的“黑龙庙”等，内心总有一种“繁华落尽，商贾

离散”“风流总被雨打去”之惆怅感、凄凉感。然

而，碛口是黄河文化的鸿篇，古镇是晋商文化的巨

著。碛口文化是集晋陕、黄河、黄土文化于一体的

瑰宝，黄土地赋予黄河以黄色的容颜，黄河水赋予

吕梁以深厚的文化。观赏吕梁沿黄旅游公路，既

可以欣赏河水清澈、溪流纵横的黄河美景，又可以

领略黄河特有的跌宕冲撞、奔腾而来、咆哮而去的

大河气度，还可以饱览高峡平湖、绝壁万仞的晋陕

峡谷奇景，感受黄河特有的天然艺术，体悟黄河独

特的乡风民俗，体验碛口、孟门、军渡、三交、前山

等黄河特色旅游，从中探寻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

寻找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感悟吕梁精神之底色。

了解黄河文化，必先知晓“文化”之概念。当

“文”与“化”组合在一起，便成为一统概念。《易·贲

卦》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

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刘向

《说苑·指武》中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

改，然后加诛。”由是，文化才成为一个概念。此言

寓意文化有三个层次：自然先于人类存在，有了人

才有了文化；人类文化的成果越来越多，分工越来

越细越专；中国文化之根本是一种人文精神，以人

为本、人文化成，“以文化人”进而“化成天下”。广

义的文化即人化，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创

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

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可见文化与

人是紧密相连的。著名作家余秋雨认为，文化是

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著名文学

家梁晓声认为，文化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

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

良。《辞海》对于文化定义足有 200 余字，晦涩艰

深，而余秋雨、梁晓声对文化之定义则浅显易懂，

内涵丰富。

黄河是一条自然河流，也是一种自然资源。当

自然的河流与人发生了联系，人类对黄河才有了接

触、认识与思考，进而有了利用、治理、管理、保护、

欣赏和亲近，于是便就有了黄河文化。人与黄河在

互动中生成且发展起来的文化，反映了人与黄河、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要把黄河文化置于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大背景中

来加以认识、保护、传承与弘扬。对于“黄河文化”，

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着不同的解读与思考。

概括而言，我们可从四个层面来解读：一是黄河文

化是黄河流域内劳动人民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

财富之总和，黄河流域出现的全部文明成果均为黄

河文化之元素；二是黄河文化是流域内劳动人民在

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三

是黄河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对黄河治理、开发与保护

实践中创造的全部物质与精神财富之总和；四是黄

河文化是人类在治理、开发和保护黄河实践中形成

的基本精神与价值观念。所以，对黄河文化应有正

确认知：其一，黄河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站在不同的

角度或某一侧重面，对其进行解读都很必要，这有

助对黄河文化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其二，无需过度

地或纯粹地去硬抠“文化”概念或过多地去争论，

而应对黄河文化在清晰认知前提下，专注在传承

发展实践中去科学理解与精准把握。一般来说，

广义的黄河文化是指流域民众在实践活动中创造

的全部物质和精神财富之总和；狭义的黄河文化

是指在此过程中的精神创造活动及成果。黄河的

特点决定了黄河文化的独特性。黄河文化是人文

与自然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黄河文化以黄

河水事实践活动为载体，是河流赋予人之灵感、启

示和体验，黄河文化是物质与精神、理念与实践、

显性与隐性的“三大统一”，黄河文化独特的气质、

精神和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之底色。因为河流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

的重要支持系统，水是生命之源，逐水而居是人类

的生存之本。历史上人类文明与河流相生相伴，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与河流有关。人类文明每

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河流的哺育。据考证，大约在

4000年以前，黄河流域聚居着许多血缘氏族和部

落。以黄帝和炎帝两大部落最强大。黄帝部落发

祥于陕西北部的姬水，定居于“中原”地带的黄河

中下游地区。炎帝最初活动在黄河中游渭水流域

的姜水。为争夺土地和食物，黄帝部落击败炎帝

部落，夺取盟主地位，之后炎黄部落逐渐融合定

居，使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综上所述，

黄河文化缔造与中华民族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从

古至今，一代又ー 代黄河人在反复体验与启迪中，

将物质与精神、理念与实践、自然与人文、历史与

现实相融合，依托黄河的环境条件、制度理念、物

质现象，形成了具有黄河文化特色的衣食住行、风

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理念以及行为规范等。黄

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精神旗帜。黄河

文化之传统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

神、精微的内在动力、基本思想。黄河文化孕育演

绎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

心理性格。因此，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进一步研究黄河文化，不

仅让我们对血液中流淌着的黄河文化基因充满温

情敬意，而且让我们从中汲取精神营养，结合新时

代的国情、省情和市情，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之时代

价值，从而为弘扬吕梁传统文化和吕梁精神提供源

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二、黄河文化的时代精神

黄河文化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河南的黄河

中游地区,黄河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赋予了黄河

文化的时代精神。千百年来，黄河以其充沛的自

然资源，养育了中华民族，又以无私贡献的精神塑

造了中国人的历史观、世界观，并对人类社会发展

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简言之，黄河文化的时

代精神集中体现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勇于改

革的创新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黄河从青

海源头出发，向东奔流，冲破重重险阻，最终归入

大海，充分体现了勇往直前、不畏艰险、不屈不挠

的奋斗精神；黄河面临重重险阻，一次次地改造，

探出新途，回归大海，充分展示了勇于改革、革故

鼎新的创新精神；黄河治理与开发，必需尊重黄河

的自然规律，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前提，天人

合一的和谐精神，正是人们在同黄河、同大自然斗

争中形成的。从远古的大禹治水，到东汉的王景

治黄，再到新中国对黄河的治理与开发，中华民族

的历史就是一部黄河治理的奋斗史。正是伟大母

亲河培育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在中华民族面对外

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激励着一代又代中

华儿女顽强抗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

由。走进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吕梁正需弘扬这种

时代精神。奋斗，让我们不惧风险与挑战，坚持改

革开放伟大事业；创新，让我们永葆生机和活力，

不是安逸地躺在过去的功劳薄上，而是用历史的、

发展的观点去对待；和谐，让我们在相互斗争中静

下来，理性思考，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所以“艰苦

奋斗、勇于创新、天人合一”的时代精神是黄河赋

予新时代吕梁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吕梁精神的底色渊源

黄河文化是吕梁精神的重要支撑，吕梁精神

植根于有数千年历史的黄河文化之中，是黄河文

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过程的产物，是吕梁

革命老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品格和宝贵财富。

黄河哺育了吕梁人民，也造就了吕梁丰富厚重的

黄河文化。正如市委书记李正印在 9月 25日主持

召开的吕梁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座谈会上指

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

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以其悠久绵

长的历史，给吕梁这块黄土地留下了丰厚的文化

积淀和人文遗存，也形成了大量的文艺精品力

作。吕梁作为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深受黄河文化

的浸润，吕梁精神和黄河文化交相辉映”。所以，

进一步探寻黄河文化的悠久历史，研究丰富厚重

的黄河文化，解读黄河文化的内涵特质，是传承弘

扬吕梁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

追朔黄河文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吕梁黄河

文化古遗丰富、历史悠久。遍布于吕梁地上、地下

的文物古迹有如镶嵌于历史长卷中的颗颗明珠，流

光溢彩，熠熠生辉。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

这此繁衍生息，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据考证，

吕梁市现存不可移动文物共计 5767处，其中古遗

址 1332处，古墓葬 593处，古建筑 2982处，石窟寺

及石刻 70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738
处，其他 52处。全市现有国保单位 39处，省保单位

43处。已登录可移动文物共计 30076件／套。现

有一级文物 450件 （全省第一），二级文物 4305件，

三级文物 1491件，合计 6246件。吕梁境内发现多

处新、旧石器时代和各朝代的文化遗存，黄河东岸

和黄河一级、二级支流现有村庄附近均有新石器时

代遗址，其中旧石器时代遗址 25处，新石器时代遗

址 271处，其他时代古遗址 1036处（待考证），进一

步证明了吕梁黄河流域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吕梁主流与多元文化并存、碰撞共融。

对吕梁文化类型，有许多研究成果和不同认识。

就黄河文化而言，黄河流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在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来自大西北的游牧文化与中

原农耕文化、晋商文化在黄河岸边产生过无数次

激烈的交流碰撞，其碰撞结果是，既促进了多元文

化的了解与融合，又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意识的

觉醒与成熟，更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往来与渗

透。碛口黄河正处于这种碰撞的交汇点上，以“商

贸往来”独持方式，搭建了一座中原与大西北地域

间沟通之桥梁和纽带，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碛口

古镇之晋商文化和孟门大禹文化。千秋流淌的黄

河，惠泽至今，造就了吕梁这片丰饶充盈的土地，

形成了一种独具吕梁特色的文化。吕梁黄河文化

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化。吕梁因吕梁山脉纵贯全境

而得名。巍巍吕梁雄风浩荡，滔滔黄河亘古不息，

吕梁中部隆起，东西较低，高山莽莽，大河滔滔，形

状酷似一个鼓鼓的宝葫芦，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

源，拥有着深厚的圣贤文化、黄河文化、黄土文化、

大禹文化、廉政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实施

文化强市战略，吕梁亟需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这些

文物和非遗，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并与红色文化、廉

政文化、晋商文化等有机结合，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做强做大文旅融合发展产业，推动吕梁文化事

业发展、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黄河给吕梁带来的不仅是春耕夏耘的生产方

式，也滋养着吕梁的精神文化。千百年引黄灌溉

与自然斗争的历史，造就了吕梁人民不畏困难、顽

强拼搏的精神。黄河流域的宽阔舒缓，造就了吕

梁人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黄河文化是吕

梁文化的软实力，是激发吕梁人凝聚力和创造力

的重要源泉。因此要下功夫让黄河文化的精神得

以保护、传承和弘扬，寻求有价值的、本土化的、先

进性的文化资源，与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构筑具有吕梁特色的黄河

文化体系，唤醒吕梁人的文化自觉意识，让黄河文

化成为培育吕梁人向上精神，提高吕梁人思想道

德素质的路径之一。

四、吕梁精神的内涵特质

吕梁精神渊源于黄河文化，孕育于革命战争

年代，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改革开

放以来吕梁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为吕梁精神

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吕梁面临的任务考验更

加艰巨严峻，特别是在“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关

键时期，吕梁精神为吕梁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建

设新吕梁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所以，保护、传承

和弘扬吕梁精神成为历史的需要、时代的召唤、人

民的期盼。

多年来，历届吕梁市委对吕梁精神的研究十分

重视，尤其是新一届吕梁市委高度关注吕梁精神的

研究，成立了专门的“吕梁精神”课题组，多次组织专

家、学者召开研讨会、论证会，形成了“艰苦奋斗、顾

全大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吕梁精神的基本内

涵。吕梁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晋绥党政军民紧密结为一体，历经艰苦卓绝

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抗战年代，共产党

人、八路军将士和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

大的吕梁精神，展现出了不怕牺牲、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概，顾全大局、倾力奉献的家国情怀，艰苦奋斗、战

胜万难的坚韧毅力，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远大追

求。吕梁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更加生动的展

现。2017年 6月，习总书记亲临山西视察，第一站就

来到了吕梁，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吕梁精神”，要求我

们把吕梁精神用在当今时代，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

活而努力奋斗。今年 5月，市委书记李正印在接受

凤凰网专访时指出：“吕梁精神”里面有一个核心的

内涵，“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既要靠实干，又要敢

于创新，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艰苦奋斗是吕梁精

神的基石。艰苦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吕梁人特有

的能吃苦、能战斗、能攻关的奋斗精神，体现为“不畏

艰难、自力更生、迎难而上、勇于胜利”的精神本质。

在战争年代，依靠吕梁山这一天然屏障，在艰苦的

环境下，以吕梁为核心地带的晋绥边区革命根据

地，成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和后勤

保障基地，是延安通往各解放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

党中央战略转移的重要依托地。在改革创新、奋发

有为的今天，艰苦奋斗精神赋予了更多的时代内

涵，上升为一种政治本色，意味着要保持一种艰苦

创业、勇于献身、昂扬向上的生活准则，一种工作作

风，一种利益观念，一种精神状态，乃至追求高尚的

奋斗目标和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攻坚克难、艰苦

创业的精神力量。顾全大局是吕梁精神的核心。

不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波澜壮阔的祖国

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吕梁人民始终表现出“甘于

奉献、无私无畏、勇于牺牲、超越自我”的精神境

界。革命战争年代，吕梁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养兵十万，牺牲一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涌现出了贺昌、刘胡兰、刘少白等无数仁人志士，他

们将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置之度外，为民族的独立与

解放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和改革开放以来，吕梁人民更是识大体，顾大局，为

全国人民“奉献资源”，这种精神充分体现出吕梁人

民甘于奉献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自我价值和社会

价值高度统一的崇高人生价值观。自强不息是吕

梁精神的精髓。《周易》记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吕梁儿女汲取

了数千年形成的黄河文化融汇百川而成其大的不

断进取的文化乳汁，形成了生生不息、不断进取的

精神特质，同时，又依靠吕梁山的自然环境，形成了

坚毅果敢、艰苦创业的优良品格，一代又一代的吕

梁英雄儿女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英勇顽强、锲而

不舍、团结拼搏、奋发有为”，反映了吕梁人民永无止

境的人生追求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当中华民族

面临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候，吕梁人民义无反

顾、前仆后继、矢志不渝，靠的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精

神。走近新时代，自强不息的内容得到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也赋予了吕梁人民新的追求。摈弃“小富即

安、不富也安”的安于现状的思想，敢于追求美好生

活的进取意识，不断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按照客观

规律办事，抓住机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奋发图

强，实现吕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勇于创新是

吕梁精神的灵魂。吕梁的历史因素和自然环境赋予

吕梁人民善于创新和勇于创新的特质，表现出“与时

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勇攀高峰”的气质，敢当

弄潮儿，敢为天下先。革命战争时期，蔡家崖是晋绥

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吕梁诞生了山西

第一支工农武装、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1937年共

产党人刘少白创办的兴县农民银行是抗战时期我党

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改革开放初期，离石率先实行

包产到户，为改革开放进行了开拓性探索。1992年，

吕梁率先在全国进行了拍卖“四荒”，开了山区小流

域治理的先河。1994年，吕梁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

探索被写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中。进入新时

代，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吕梁山护工”走出大山，唱

响全国，成为一块金字招牌；“数谷吕梁” 新路，智

赢未来促转型，吕梁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吕梁速

度”。综上所述，吕梁精神形成的内涵，从纵向上看，

吕梁精神涵盖了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从横向上看，

吕梁精神同革命老区精神既体现了传统特色，又体

现了时代特色；既体现了文化特征，又体现了地域特

征，是对吕梁精神的高度提炼和全面概括。

五、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意
见建议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是培根铸魂的内在要

求，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造

性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吕梁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客观需要，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黄河

文化研究，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讲好

“黄河故事”“吕梁故事”，推进黄河文化与旅游融

合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

中使吕梁更加出彩。

加大对黄河文化的研究力度，充分挖掘黄河

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要进一步加大对黄

河历史文化的研究力度，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内

涵和外延，彰显黄河文化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特

征。打造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发展平台，整

合吕梁学院、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成立吕梁黄河

文化研究会，组织专门研究队伍，建立完善黄河文

化研究的协同创新机制和联合攻关格局。明确研

究目标方向，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不断增强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

感。要深入研究黄河文化的内涵、外延、载体、表

现形式、价值和功能，定期举办黄河文化吕梁论

坛，打造黄河文化学术交流平台。规划一批重大

或重点研究项目，并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推出一

批黄河文化研究方面的精品力作。通过深入梳理

和挖掘黄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价

值，让黄河文化研究“火”起来，使之成为助力吕梁

崛起的不竭动力。

加大区域合作力度，加强黄河文化遗产的系

统性保护。开展区域协作和加强黄河文化遗产的

系统性保护，是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黄河文化的

重要前提。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

一些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建筑遗址、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资源因时代久远和多地分散，亟需予以系

统性保护。要紧紧围绕文明起源、黄河治理、地质

现象等重要遗产，实施捆绑整合，及时申报。要加

强黄河流域文化交流与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展黄

河文化资源的抢救、保护、传承和弘扬工作，共同

打造沿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和生态文化保护

带，建立“黄河流域共同体”保护机制，做到统筹规

划、统一保护和协调行动，将黄河文化遗产“管”起

来，实现黄河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为黄河

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奠定良好的基础。

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

“吕梁故事”。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承载太多难以

忘却的历史记忆和故事。要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作为一项重要使命，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

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吕梁故事”。建设黄河

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基地，全方位、多视角集中展示

黄河流域吕梁段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

和生态文明，为炎黄子孙寻根问祖提供祭拜的场

所，近距离体验和感悟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充

分利用吕梁日报、吕梁广电、吕梁发布、掌上吕梁

等平台，大力宣传黄河文化的重要意义，大力营造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浓厚氛围。围绕讲好

“黄河故事”“吕梁故事”，推出一批普及读本，培养

一批宣传人才。通过建立黄河文化学堂、举办黄

河文化讲座等，让黄河文化“动”起来，不断扩大黄

河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综合利用黄河历史文化资源，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积极推进黄河文化与吕梁科技、

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的高度融合，抢占黄河文化

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充分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

对相关黄河文化资源进行情景再现、虚拟成像，开

发视听娱乐、演绎观赏、竞技游艺等文化产品和文

化服务，形成具有黄河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体

系。以艺术创新精神和想象才情，挖掘深厚的黄

河历史文化资源，体现神秘的黄河地理文化情趣，

创作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艺术精品，做大

做强黄河文化产业，擦亮“吕梁老家·黄河之魂”品

牌。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黄河文化产业与体育、康养、中医药等产业共

生共赢，实现黄河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充分发

挥政府在黄河文化产业资金、人才保障等方面的

引导作用，以及文化企业在资源整合方面的平台

作用，形成政府、文化企业、社会等各种力量发展

黄河文化产业的合力，使黄河文化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让黄河文化“实”起来，实现黄河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打造沿黄生态文化带，推进黄河文化与旅游融

合发展。通过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建设，将吕梁沿黄

地区的石楼前山、柳林孟门与军渡、临县碛口古镇、

兴县黑峪口等黄河古遗址串联起来，打造中华文明

发祥地保护展示区，建设黄河文化观光区，推出一

批高质量的影视作品或实景演出，将传统村落保护

与传统农耕技术传承、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传统农

业水利工程展示等有机结合起来，将吕梁沿黄地区

农耕文明打造成传统农耕文明保护区和体验区。

打造黄河文化生态园、生态廊道、标志性黄河文化

景观，通过开发吕梁“黄河游，游黄河”，培育以黄河

为轴线的吕梁旅游核心隆起带，培育黄河河道体验

游、古代文明精品游、黄河两岸民俗体验游等旅游

精品线路，让黄河文化“活”起来，充分展现吕梁沿

黄地区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