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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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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探讨了加强东营黄河文化传承与保护的

意义，从文化自信、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等角度，提出具体的措施，为实现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思想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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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root and soul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carrie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Dongying 
Yellow River,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contribute idea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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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东营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

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根和魂的尊崇，也是推动当地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一、研究背景

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承载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底蕴。黄河文化的重要论述，使得加强对黄河文化

的传承和弘扬成为了当今时代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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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断彰显了对黄河文化深远影响

的认知，也凸显了对中华文明核心的理解。黄河文化承

载了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的

重要符号与象征。因此，弘扬和保护黄河文化，不仅是

对我们自身文化底蕴的珍视，更是对中华民族根和魂的

尊重与传承。

在当今社会，文化自信是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之

一，而强调对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则是对文化自信

的实践与践行。东营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城市，其黄河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关乎本地区的文化底蕴，更涉

及到全国乃至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与自信 [1]。

而加强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是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黄河作为中国母

亲河，承载着亿万人民的饮水与农耕，其流域的生态状

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而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则是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

力。只有让人们深刻理解和珍视黄河文化，才能更好地

保护好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因此，加强对东营黄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更是

对于我们民族根和魂的尊崇与传承，是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在这一使命的引领下，

我们必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更加有力的举措，让黄河

文化的光芒在东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 [2]。

二、研究意义

东营作为黄河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不仅地理位置

优越，更是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资源优势。在国家

级城市湿地森林公园广利河森里湿地公园（原东营市森

林湿地公园）等自然景观的映衬下，东营经济得以迅速

崛起，然而，其经济发展模式却相对单一，缺乏独特的

文化符号与内涵 [3]。

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对东营黄河文化的保护、传

承与弘扬具有重要的意义。更是对中华民族根和魂的尊

崇与传承。东营作为黄河文化的承载地，其黄河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将为当地乃至全国乃至全球华人带来文化

认同与自信，提升东营的知名度和文化声誉。另一方面，

加强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将有助于带动东营市的旅

游资源发展。黄河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

文化内涵，对于游客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通过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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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展示东营的黄河文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吸引力的

旅游产品和线路，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东营旅游观光，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丰富东营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外，

加强对东营黄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将为当地文化产

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结合当地

的地理、人文资源，打造文化创意产品和项目，推动文

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新的活力

与动力。

加强对东营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更是

推动东营经济发展、丰富旅游资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的重要举措。只有不断挖掘和传承好黄河文化的精髓，

才能让东营在文化自信的指引下，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三、研究目的

东营作为一个具有地理文化优势的城市，其经济

发展模式相对单一，面临转型问题，同时在全国城市知

名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急需加强文化宣传和产业转型。

当前，过度依赖能源开发已经成为东营经济发展的隐忧，

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思路和模式。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

于探讨如何将东营的地理文化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通过

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从而提升东营的知名度，带动旅

游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点的多元化与可持续性 [4]。

通过加强对黄河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可以为东营

树立更加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和文化内涵，可以为东营注入独特的文化符号，吸引更

多的目光和关注。弘扬黄河文化可以为东营的旅游业发

展提供强大的支撑。通过挖掘和利用黄河文化资源，打

造具有特色和吸引力的旅游景点和线路，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东营观光旅游，推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为城市经

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同时，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进

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结

合当地的地理、人文资源，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文

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为东营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和

动力，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加强对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是推动东

营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知名度、促进旅游业发展和实现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只有在文化自信的指引下，

才能实现东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多元化发展的目标
[5]。

四、加强黄河文化传承的路径与举措

（一）加强黄河文化教育与普及

加强黄河文化传承是促进东营地区文化发展和经

济转型的关键举措之一。可以通过在学校课程中增加黄

河文化相关内容，让学生从小就接触和了解黄河文化的

重要性和内涵。在历史、地理、文学等相关课程中，加

入黄河文化的教学内容，让学生了解黄河的地理位置、

历史沿革、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知识，培养他们对黄河文

化的兴趣和认同感。可以开展黄河文化主题的教育活动，

如举办黄河文化知识竞赛、主题讲座、文化体验活动等。

通过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黄河文化，增强

他们的文化自信心，激发他们对黄河文化的热爱和传承

意识。此外，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黄河文化教

育的多媒体教学资源，如网络课程、手机应用等，让学

生和公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获取和学习黄河文化

知识，进一步提高文化传承的效率和广度 [6]。

通过加强黄河文化教育与普及，可以增强人们对

黄河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发他们对黄河文化的热

爱和传承意识，进而推动黄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不

仅有助于提升东营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和知名度，也为促

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二）加强黄河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为加强黄河文化传承，必须致力于保护和开发利

用黄河文化资源。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修复和整治黄河

文化遗址和古迹。黄河流域拥有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和

文物，如龙门石窟、壶口瀑布等，这些遗址和古迹是中

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对于黄河文化的传承十分关键。因

此，我们需要加强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工作，采取有效的

措施修复和整治，确保其长久保存和传承。可以发展黄

河文化旅游，提升文化旅游服务品质。黄河文化作为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内涵，吸

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开发

黄河文化旅游产品和线路，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吸引力

的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和感受黄河文化

的魅力。同时，还需要提升文化旅游服务品质，提供优

质的旅游服务和体验，满足游客的需求，促进旅游业的

健康发展 [7]。

通过加强黄河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可以

实现黄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和知

名度，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同时，也

可以为广大游客提供更丰富、更多样化的旅游体验，满

足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和追求，推动文化旅游事业的健康

发展。

（三）加强黄河文化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加强黄河文化产业的培育与发展是实现黄河文化

传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需要支持黄河文

化相关产业的创新与发展。黄河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

人文和艺术内涵，为产业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灵感。

我们可以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等方式，鼓励企业和

机构开展黄河文化相关产业的创新活动，推动黄河文化

与现代产业相结合，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黄

河文化产业品牌。另一方面，应扶持黄河文化创意产品

的设计与推广。创意产品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也是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可以通

过设立专项基金、举办设计大赛等方式，支持和引导设

计师和创意团队开发黄河文化创意产品，如文创衍生品、

手工艺品、文化衍生产品等，丰富市场供给，满足人们

对黄河文化的消费需求，推动黄河文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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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强黄河文化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可以实现

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一方面，通过产业的

创新与发展，可以促进黄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升地

区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创意产品的设

计与推广，可以扩大文化消费市场，促进产业链条的延

伸和完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地区经济的繁荣。

总的来说，加强黄河文化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不

仅有利于实现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双赢，也有利于推

动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地区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黄河文化产业的重要性

和潜力，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动黄河文化产业的健

康发展，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五、弘扬东营黄河文化的社会效益和意义

弘扬东营黄河文化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

是为当地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社会效益和意义。首先，弘

扬黄河文化可以增强地方文化自信和认同感。黄河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内涵，是东营地区的宝贵财富。通过弘扬黄河文化，可

以激发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增强地方文

化自信心，凝聚起地方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其次，

弘扬黄河文化有助于促进东营地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

发展。黄河文化作为东营地区的独特文化资源，具有巨

大的旅游和经济价值。通过开展黄河文化主题的旅游活

动和文化节庆，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东营旅游观光，

促进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可以以黄河文化为核心，

打造文化创意产品和项目，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为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力。最后，弘扬黄河

文化还可以推动东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人民

生活质量。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我们应当不断

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中华民族的美好价值观念，为推动东营社会经济的

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作出积极贡献。由此可见，

弘扬东营黄河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和意义，不仅可

以增强地方文化自信和认同感，促进旅游业和文化产业

的发展，还可以推动东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升

人民生活质量。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积极投入到弘扬黄

河文化的工作中，为实现地方社会的繁荣发展而不懈努

力。

结  语：

加强对东营黄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实现文化自

信和经济繁荣的关键举措。我们应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

有力的行动，让黄河文化在东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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