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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技术在不断交流中碰撞出新的火花，推陈出新，博采

众长，保护非遗，延续历史文脉。

（二）健全长效机制，增强内生动力

无论是从缩小中西部地区差距，还是着眼于促进区

域间的文化交流合作，统筹发展总规划，健全长效机制

是保障文化发展的关键。通过对各自文化资源的调查、

研究与整合，制定相关标准和工作规则，将文化产业、

文化传承、文化交流作为构建现代化文化服务体系的有

力抓手，探索建立“1+1＞2”的区域文化协同模式，坚

持以“文物保护、互学互鉴、产业共融、共生发展、增

进友谊”为原则，缔结“友好城市”，通过“引进来”

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方位文化交流与合

作，唱响“千年帝都，神都洛阳”“千年丝路，最美敦

煌”的时代主旋律，推动把洛阳打造为中国的“文化特

区”和中国的“剧本娱乐之都”，把敦煌打造成为“国

际文化旅游名城”“西部文化旅游新名片”。同时，加

大政府支持力度，将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作为两市

文化交流合作的主基调。完善横向府际协同机制，推动

地方政府与市场、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形成共同愿景，

使各地政府及多元主体能够主动提供自身资源，消解文

化交流合作中可能引发的诸多潜在风险。[8]

（三）搭建合作平台，提升传播格局

“ 打 造 具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黄 河 文 化 旅 游 带 ” 是 国

家 “ 十 四 五 ” 规 划 和 2 0 3 5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 部 署 的 任 务

之一，也是《“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的重

要内容。洛阳市和敦煌市的文化交流创新发展要以黄河

文化这一共同点作为文化产业链的中轴线，以地域特色

文化差异性作为着力点，重视非遗传承人的管理、合作

政策的制定、文化交流的环境，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整

合地方优势，打造黄河文化特色品牌，实施品牌效应带

动地区旅游业发展。首先，搭建线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平台，构建数字化文化资源共享和技术赋权，建设商业

文化数据合作共享平台，为文化交流合作提供相应的技

术支持，形成文化和文化产业在价值创造方面共同进化

的动态关系网络。其次，加深对黄河文化的系统性建构

和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性认知，对于优质文化不仅要进行

保护传承，还要进行创新转化，借助媒体渠道提升传播

效果，采取多样化传播方式。最后，注重利用新技术、

新人才，培养一支具有新技术新理念的创新型高素质传

媒人才队伍，加大文旅人才引进力度，为文化交流合作

传播注入新的血液；丰富传播载体形式，传统的广播电

视、纸质刊物等传播载体要融合数字化技术，结合群众

的多元化需求，突破传统载体局限性，使动态的载体形

式发挥纽带作用。

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重要手段，也是地区间依托彼此优势进行交流合作

的根本要求。洛阳市和敦煌市作为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

名城，其同根同源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推动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坚持走好全

国“一盘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蓬勃

的生命力，是当前党和国家发展的重点任务。为此，必

须深刻认识到区域协调发展在促进洛阳市和敦煌市文化

交流合作层面的重要性，深掘两市文化协同与共生发展

的切入点，为中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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