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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汝州，邂逅诗和远方

群山叠嶂，云雾缭绕。千年风穴，梵音缭绕。汝水逶迤，碧波荡漾……

千百年来，被山水环抱着的汝州如一幅飘逸灵动的画，似一首清新雅致的诗，景意幽深，气韵悠远。

这里自古诗人地，李白、苏东坡曾在此踏歌赋诗，刘希夷、刘禹锡曾在此寓居理政；这里是汝瓷之都，曲剧故里，带你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精

神；这里有王湾、魏沟、青山后等保存完好的中原古村落，栖息于此，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里有九峰山、紫云山等一批赏不够的美景，携手

并肩，一程山水一程歌……

文以载道，旅以致远。

近年来，我市全力促进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加快推动我市从旅游大市向旅游强市迈进。全景区打造、全方面服务、全季节体验、全产业发展、全民式参与

旅游发展大格局正在形成。成功创建为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市、省级旅游度假区，全市文旅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汝州，文旅气昂昂，绿城清粼粼，诗与远方不期而遇。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市委的决策，定准了“盘星”。建设文化旅游名市

战略，是推动汝州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设区域性文化中心。深入挖掘汝瓷、温泉、曲

剧等文化资源，加快推进汝瓷小镇、温泉小镇建设，

大力发展汝瓷文化、健康养生产业，弘扬传承曲剧文

化，将中国汝瓷博物馆建成文化地标性建筑，打造汝

瓷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知名温泉康养基地；建设区域

性商贸中心，规范发展夜间经济、“小店”经济、假日

经济，激活城市消费活力；建设区域性电子商务数字

经济发展中心，提升汝瓷企业发展水平；做大做强中

心城区。实施公共设施提升工程，统筹推进游园、停

车场、公厕、城市充电桩、地下人行通道建设，完成城

市会客厅建设；做优生态经济带。推进广成河生态经

济带建设，加快建设以城市中央公园、滨河公园、森

林公园为核心的城市绿廊，规划北汝河汝州境内全

段生态廊道。推进重点片区建设。保护性开发张公巷

瓷窑遗址、文庙、钟楼等文化资源，建设国家级汝官

窑遗址保护展示博物馆，创新中大街运营管理模式，

建设一批特色商业街区；强化镇域多点支撑能力。支

持大峪镇、蟒川镇、寄料镇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建设

生态强镇，支持陵头镇、纸坊镇、焦村镇发展高效生

态农业、文化旅游等，积极走旅游强镇、农业富民之

路……

围绕今后的发展总体要求和目标，我市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旅游产业体系。坚持推进重大

项目，优化产业布局，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谋划推动未

来产业，以产业发展补齐消费短板。

坚持规划引领。实施旅游资源普查、旅游商品普

查，进一步完善《汝州市乡村旅游规划》《汝州市文旅

创新规划》《汝州市十四五文化旅游专项规划》《汝州

市文化旅游资源普查》《汝州市全域旅游交通标识设

计》等规划，为我市文化旅游业发展提供规划指导和

决策依据。

完善产业布局。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

手，按照景城融合的理念谋划产业布局。继续推进温

泉小镇、汝瓷小镇等大型文旅项目建成开放，吸纳全

国乃至全世界文旅产业的新型产业、新兴理念、创客

群落户汝州，丰富提升汝州文旅产业链。

促进产业融合。拓展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广度、深

度，大力发展“+ 文旅”产业，努力提高农业、工业、服
务业等行业的创意产业附加值。加强能够示范引领文

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产业及新型业态的拓展，

如研学旅游、中医健康旅游等。

完善智慧旅游基础。持续推进全市智慧景区数据

对接及数据整合、分析处理工作，完善全域旅游大数

据中心服务功能，及时发布旅游调度信息；指导全市

A级景区智慧旅游提升建设，指导风穴寺景区成功建
成 4钻级智慧景区、指导九峰山景区申报创建 4钻级
智慧景区。搭建汝州市旅游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制作

汝州市 VR 全域全景旅游地图。
加大城市品牌推广力度。继续以“汝瓷知己，汝州

等你”等城市推广口号为载体，持续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做到全国宣传、全域使用、全员推广；加大城市宣

传品牌伴手礼、民谣、书画作品、特色美食等载体的研

发推广力度，在全国叫响汝州城市品牌。

当这些文化中的精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

游完美结合起来，游客来我市旅游，已不再满足于到

景区“打卡游”，更愿意选择看民俗、看历史、看文化

……

文化项目“扎根”，大旅游产业活力自然增强，“旅

游 + 农业”“旅游 + 生态”等产业融合发展，我市新型
旅游热点正不断引爆市场。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在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我市坚持一张蓝图绘

到底，科学规范、有序务实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提高服务质量，打造宜居宜业旅游名城。强化文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文旅整体服务水平，以景区的理念服务城区建设，进一步提升 A 级景区质
量，打造宜居宜业旅游名城。

完善基础和服务设施。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游客集散中心，合理布局旅游

驿站，推进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艺术馆新馆内部装修，配置相关器材，确

保新馆顺利通过国家等级评定，让新馆成为汝州公共文化建设的新地标。推

进汝州市曲剧文化苑项目，提升老城区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服务质量和

服务效能，打造曲剧文化地标建筑。建设环汝观景公路和自行车道，提升通景

公路和乡村旅游专线、环线的建设；打造火石岭至青山后至玉皇顶区域健康

步道；扩大温泉旅游线路辐射区，建设温泉至临汝、庙下、杨楼等乡镇的快速

通道；建设汝登、汝郏、汝宝等快速通道，以方便外地游客来汝。

推动重点片区建设。全力推进汝瓷小镇、温泉小镇、森林康养小镇建设进

度，推动大峪、蟒川、寄料等旅游强镇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完善我市全域旅游整

体布局。南部积极融入伏牛山片区，北部融入大嵩山片区，争创省级项目，打造

一批示范特色村落；按照景区的理念建设城区，以 5A城景为抓手，整合城市中
央公园、汝水滨河生态公园、汝河沙滩公园、中大街、文庙、法行寺、张公巷等，发

展城市游、城郊游，将城市作为全市旅游业核心景区和服务中心。

打造文旅消费中心。发展夜游项目。举办在全省有一定影响力、吸引力强

的夜间游乐活动，将打铁梨花、曲剧、汝瓷等汝州元素引入夜间场次。把握潮

流趋势，通过开展夜间电音节、民谣演绎、美食节等形式吸引年轻人夜间消

费。把夜间旅游项目纳入到景区建设前期规划中，明确夜间游的项目类型、场

地。推动中大街、云禅湖、云堡妙境、温泉、九峰山等景区开发夜间游玩项目。

发展二次消费项目。开发深度体验游、研学游、康养休闲游等项目，延长游客

游览时间，增加消费项目，提升消费能力，达到人均消费水平明显增长，实现

从单纯门票经济向二次消费为主要收入的转型。打造汝州文创商贸中心。对

汝州文化旅游类和各种具有本土特色的商品进行资整合，促进特色商品向文

旅产品转化，打造“老汝州”品牌系列特色商品，线上线下双线推销，进一步促

进汝瓷、汝帖、生物康养等文旅产品出口。

建设新能源汽车旅游目的地。完善城市、景区、道路沿线等充电桩建设，

满足新能源汽车游客长途游玩需求，吸引郑州、洛阳等周边地市的新能源汽

车游客自驾来汝旅游。

一个个文旅项目将逐步建成运行，一件件文化盛事不胜枚举。

实践证明，文化旅游产业是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是高成长性、

高带动性、发展潜力最大的产业，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联动效应。市委提

出的思路和举措，完全符合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也符合汝州实际，

顺应全市群众意愿。

聚焦文化传承，点亮千年之美。

汝州的美，不仅在于优越的生态环境，更在于深

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资源禀赋，给予我市建设文化

旅游名市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市处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淮河生态经济带战略的叠加辐射区，还位于郑州大都

市区、洛阳都市圈内，发展空间广阔；温泉小镇、汝瓷

小镇建设纳入全省重点项目，为发展文化旅游业等搭

建了广阔的平台；发展优势凸显。呼南高铁豫西通道、

洛平漯周高铁将在汝州并线设站……

首先，地处郑州、洛阳都市圈内，为我市有效

承接郑州、洛阳旅游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融入

“三山”片区伏牛山片区规划，进一步提升了我市

旅游业在全省发展大局中的位置，有利于争取重

大项目、重大工程，为我市文旅产业的长远发展提

供了重大机遇。

其次要拓展发展空间。我市已成功创建为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一大批旅游基础设施建成投用，旅游

高速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基本形成。同时，温泉小镇、汝

瓷小镇、森林康养小镇、云堡妙境、北富春山田园综合

体等一批带动性强、辐射面广、增收效益明显的文旅

项目相继开工，温泉小镇、汝瓷小镇建设纳入全省重

点项目，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同时要聚力后发优势。我市厚重的文化历史、特

殊的地理位置和“两山夹一川”的地貌特征，为我们提

供了丰富的文旅资源。全市文化旅游资源点 1896处，
“一心三带三小镇”文化旅游发展格局初步形成，这些

优势必将助力文旅产业进入后发先至的机遇期。因

此，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倍加

珍惜难得的发展空间，倍加珍惜良好的发展基础，全

力推动我市文旅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如今的汝州，山鸣谷应，风生水起。

文化旅游产业要实现大发展，离不开一个个项目

的支撑。

8月 13日，中共汝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
开。会上，市委书记陈天富向大会作了《鼓足干劲乘势

而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汝州不懈奋斗》的

报告，对我市文化旅游方面近五年以来的发展予以充

分肯定，明确指出了我市发展文旅产业的优势和机

遇，并对今后五年工作提出了要求。

近年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委、市政府坚

强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具体指导下，深入贯

彻各级决策部署，狠抓工作落实，成功创建为首批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市、省级旅游度假区，全市文旅事业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旅游综合实力得到跨越式提升。在应对旅游产业

转型期间的经济压力和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全力

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千方百计发展旅游经

济，旅游年综合收入从 2016年的 1.97亿元提高到
2020年的 7.95亿元，增长 404%；年游客接待总人数
从 2016年的 223.31万人次到 2020年的 483.18万人
次，增长 216%。狠抓项目落实，谋划启动了温泉小镇、
汝瓷小镇、森林康养小镇等大型文旅项目。推动景区

提档升级，全市 A 级景区由 2016年的 2家增加到
2020年的 11家，全市文旅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提
升。

这是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更是一组坚定信心的

数据。

文旅融合转型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我市确定了汝

州从“半城煤灰半城土”的资源型城市到“宜居宜游宜

业”旅游型城市的全新发展思路。以这一思路为指引，

以“筑巢引凤”“园中园”的模式，规划建设了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商务中心区、温泉特色商业区、科教园区、

汝瓷电子商务产业园等一大批综合性、专业性园区。

我们依托这些园区，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总抓

手，坚持文旅融合、多业驱动，大力推广“文旅 +”模

式，开发了“云堡妙境、王湾民俗、科教园区、怪坡、风

穴寺、中央公园、滨河公园、沙滩公园、宏翔生物和润

灵科技工业游、汝绣产业园区、汝瓷小镇、硕平花海、

栖凤水岸、九峰山”文旅观光经济带，加上市区的汝瓷

博物馆、青瓷博物馆、文庙、张公巷和温泉省级旅游度

假区，工业游、研学游、民宿体验游等新兴文旅业态初

步呈现，极大丰富了我市旅游产品内容，基本满足了

全市人民出行旅游的新需求、新体验。文旅融合转型

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免票、全方位

发展的转变，单纯景区经济向全域、全行业发展的转

变；实现了“文旅 +”多点融合、全域游全面开花，拉长
了文旅行业产业链，扩大了旅游消费收入，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

文旅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聚焦完善旅游基础

设施和公共信息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群众出行旅游

幸福度。建成九峰山及南部山区旅游路网（35公里）、
靳马线旅游观光示范线路（38.6公里），建成现代化旅
游公厕 24座，研发精品旅游线路 5条。以“汝瓷知己
汝州等你”城市品牌宣传为抓手，文旅公共信息服务

体系不断健全。“汝州旅游”公众号、抖音号，“老汝州”

线上商城号等相继投入使用，“汝瓷知己 汝州等你”

话题播放量 4.4亿多次。紧跟文娱潮流，谋划开展“网
红体验官”培育工作，截至目前，共有文旅网红体验官

20名，共拍摄作品 1005部，获得 1.69亿浏览量和
225.2万点赞量。采取“互联网 +”等形式，举办摄影艺
术节、艺术作品展、短视频大赛和音乐节等活动，打造

50个文旅地标旅，进一步提升文旅服务大众的能力。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创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镇 3家，
省级特色旅游示范村 7家，省级观光示范园区 4家。
举办乡村美食培训班，乡村旅游经营点培训等进一步

服务乡村群众。

“文化 + 旅游”，开启了我市全域旅游的“加速模
式”。

绝 佳 地诗 远方
与

定盘星”诗 远方
与

蓝 图 美诗 远方
与

留 乡 愁诗 远方
与

让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乡村旅游，是我市推进“全域旅游”战略构想，着力打造乡村旅游助农增

收的一个缩影。

我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全新理念引领乡村旅游。

主动融入《伏牛山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划》，邀请业内专家修订《汝州市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汝州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用新理念武装引领乡村旅游。打

好“城市 + 乡村 + 景区”组合牌，推动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与 A 级景区、旅游
度假区、旅游风情小镇创建相结合，规划建设一批乡村旅游示范点，形成景村

联动、景乡融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

以精品民宿助力乡村旅游。打造高端民宿品牌，提质建设九峰山乌篷雅

居民宿，推进云堡妙境精品民宿二期建设，进一步推动蟒川蒋姑山民宿群落、

王岭村民宿等项目建设。加强民宿行业管理，开展民宿行业相关培训工作，提

升行业整体服务水平。

以文旅融合提升乡村旅游。充分挖掘红色文化、汝瓷文化、温泉文化、道

教文化、女娲文化、古寨文化、康养文化等资源，围绕 A级景区、汝瓷小镇、温
泉小镇、森林康养小镇建设，着力打造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以山顶村、半扎村、

火石岭、张村、来安寨、王楼、纸坊等国家级特色村落为代表，大力开发“南寨、

北窑、中楼”为代表的汝州特色中原古民居群落，发展特色民宿，助力乡村振

兴。

以品牌打造放大乡村旅游。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和乡村生产生活方

式，因地制宜开发水域休闲、温泉康养、森林观光、红色旅游等新型文旅产品，

打造“伏牛水乡”“冰川世界”“云堡妙境”等一批有代表性、在省内外有一定影

响力的乡村旅游品牌。把乡村旅游纳入“汝瓷知己、汝州等你”城市品牌推广

体系，积极推动乡村旅游宣传，引导旅游网红体验官、短视频作者对乡村旅游

景点进行打卡宣传。

以示范创建做强乡村旅游。推进大峪、寄料、蟒川、陵头、温泉、纸坊、焦村

等旅游强镇争创国家、省、市级乡村旅游类项目，做大做强乡村产业。加强乡

村旅游重点村和重点项目培育，推出乡村旅游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引导各地

在相互借鉴中共同提升。先行打造出一批旅游特色村落示范带动，完善乡村

旅游特色村 A级公厕建设，助力农村厕所革命。
作为“诗”的文化、作为“远方”的旅游，“诗与远方”既是一种文化体验、文

化认知与文化分享的重要形式，又是丰富旅游产品、创新载体的绝佳方式。

有人说，人生最好的旅游，是在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徜徉

汝州，与蓝天相美，与青山相映，你只想停下脚步，与远山对视、宁静共

话，品时光静好、岁月安然……

在汝州，诗和远方，相得益彰。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林丽红

汝瓷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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