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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共享的根源性文化符号，展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

统 一 性 、 整 体 性 ， “ 同 根 同 源 ” 的 精 神 价 值 观 念 始 终

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大一统国家强烈的文化自

信。因此，挖掘河洛文化、敦煌文化的内在潜力，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促协，通过文化交流合作为两市高质量

发展赋能大有可为。

（二）经济层面

洛 阳 市 和 敦 煌 市 开 展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有 助 于 培 育 黄

河流域文旅产业，打造区域支柱产业。黄河流域生态脆

弱，过度发展第一、第二产业难以持续。洛阳市、敦煌

市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文化优势明显。2021年10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对以黄河文化为立足点打造文化旅游目

的地提出了新要求：“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把文

化旅游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强化区域间资源整合和

协作，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建设一批展现黄河文化的标

志性旅游目的地。”[1]文旅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标志性产

业，具有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资源消耗少、综合效

益优等特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现代经济

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洛阳市和敦煌市作为黄河

流域的重要节点城市，同根同源的文化根基是发展文旅

产业的灵魂载体。因此，借助文旅产业同频共振地传播黄

河文化，加强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共同营造平等开放

的市场环境、相互依存的制度保障，不仅能够促进文化

的弘扬与发展，更能提升产业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

（三）协同治理层面

洛 阳 市 和 敦 煌 市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有 助 于 提 升 文 化 在

治理现代化中的软实力效能，充分发挥文化在治理现代

化中的功能与作用。洛阳市和敦煌市文化交流合作中，

始终坚持以横向协同治理为切入点，以互动、协作、共

赢为愿景，充分实现治理效能的协同增效。两市经济发

展程度、生态保护情况不同，同时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

保护这两个问题，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就能打通这两者之

间的“最后一公里”。“没有中西部的小康，就没有全

国 的 小 康 ； 没 有 中 西 部 的 现 代 化 ， 就 没 有 全 国 的 现 代

化。”中西部地区在我国现代化全局发展中具有重要作

用，而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是促进中

西部地区沟通的桥梁，有利于缩小地区贫富差距，实现

区 域 优 势 互 补 、 互 利 共 赢 。 以 两 市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为 蓝

本，建设黄河文化旅游经济带，在传承黄河文化的过程

中发展地区经济，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保护黄河生

态环境，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化高品质传承、

生态高水平保护。[2]

洛阳市和敦煌市文化交流合作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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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高度重视黄河文化的保护与利用，肯定了黄河文化

所蕴含的时代价值是引领黄河流域区域文化交流合作的

重要动力。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 [4]“文化先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并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资

源，[5]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必然要求。近年来，洛阳市和敦煌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将历史文化遗产、中华文

化基因与区域协调发展深度融合，深化交流互鉴。

在2019年“致敬母亲河——石窟文化黄河行”采访

活动中，洛阳市和敦煌市围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和

文旅融合主题，以黄河流域主要石窟等历史遗产互学互

鉴为载体，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深入挖掘、研究、

弘扬黄河文化的好经验好做法，共促文旅融合发展新形

态。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城市

考古与敦煌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对我国古代城市考古

研究进行交流学习，洛阳市以“唐代东都洛阳城与敦煌

联系的考古学观察”为题，试图阐释敦煌与洛阳在王朝

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2020年洛阳市

举办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周年学术交流

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指

示，三大石窟首次联展“丝路华光”，为世界遗产管理

机构和石窟研究领域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契机。2020年

洛阳市领导赴敦煌市考察学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洛阳龙门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