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文旅 近悦远来〉〉

●●全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33888844处
●●已发现古遗址 8800余处、、古墓葬 44000000余座
●●发掘出土各类文物 3300余万件，，其中，，国家珍贵

文物 11000000余件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产业园

●●年接待游客超 100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超1亿元

�������乙巳蛇年春节是首个“非遗版”春节。 节日期间，
我市文旅市场“好戏天天演，精彩不停歇”，一批新玩

法、新业态、新项目，让游客感受到
了在周口旅游的快乐。
川汇区举办第二届 “三川十
馆·春会”，开展“寻味儿时
记忆”民俗表演、百姓大
舞台、 国潮音乐节、唢
呐大赛等活动，让游客
感受到浓浓的乡情年

味；淮阳太昊伏羲陵
推出演艺、数字体验
等新业态， 打造消费
新场景，让游客处处见
惊喜；周口野生动物世
界以“山海奇幻游”为主
题，为游客开启一场奇妙
的国风游园之旅， 让游玩

更美妙； 老子故里旅游区除夕
夜开门迎宾，举办特色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推出游客背诵《道德经》五章可免门票等惠民举
措，在与游客互动中展现地主之谊；周口建业运河古
镇突出“古镇风情”，精心设置打卡点，配套开展春节
档特别演艺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体验，欢声笑语
回荡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我市文旅市场活力足、人气旺得益于全市高位推

进文旅产业建设。近年来，周口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
文”，充分依托资源禀赋，结合区域特色，持续做好“产
业+文化+旅游”大文章，扎实高效推动文化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 把文旅资源禀赋转化为文旅产业项目优
势，走出一条旅游助力城市转型升级、文化引领民生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太昊伏羲陵文化旅游区成功创成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周口建业运河古镇、商水叶氏庄园、淮阳弦歌台
成功创成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豫东考古研究中心在淮阳建成揭牌……

“去太昊陵寻根谒祖”“来周口看杂技”“在沙颍河
边露营”“去西华、黄泛区采摘”……

周口文旅接连“出圈”，慕名游客纷至沓来。
夏天夜晚，遍布在周口的沉浸式实景演出为游客带

来了新鲜、智能、有趣的体验———如周口野生动物世界

的电音秀、梦幻狂欢大巡游，周口建业运河古镇的篝火
晚会、华裳古典舞快闪及“三川十馆·夏集”的夜游活动
等等，丰富多元的旅游产品让市民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每年 3月份，西华县的桃花赏
游消费季都会吸引 10余万名游客前来。 游客在这里赏
桃花、住民宿、品小吃，远离城市喧嚣，感受乡村生态游
的休闲与惬意，“去西华看桃花” 渐渐成为一种时尚。
2005年至今， 西华县桃花赏游消费季已举办 20届。 20
年来，小桃花助力西华发展“农业+观光”“农业+旅游”
“农业+文创”等新业态，越来越多的游客“说来就来”。

周口文旅以大河为脉络，深入实施生态文化旅游

带建设，打造了沙颍生态园、沙颍半岛风景区、曲水林
语露营地、红闸湿地公园等 20 余个文旅节点。 沿着河
边露营游、带着孩子周末游，沙颍河沿岸成了游客亲
近自然的好去处。

周口以悠久历史文化为支撑，坚持守正创新、提质
增效、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羲皇
故都”“老子故里”“淮阳古城遗址”等周口 IP 吸引大批
游客来周“打卡”，探索周口古老文化“不见外”。

周口持续打造以淮阳古城、龙湖、平粮台古城遗
址、 时庄遗址为支撑的周口历史文化核心展示区，开
工建设平粮台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筹备建设淮阳时庄
遗址保护利用项目等，推动朱丘寺遗址、蒋台遗址、刘
庄遗址等项目考古挖掘；“夏时期的周口———近年周

口考古发现交流咨询会”召开、太康刘庄遗址被评为
“2023 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豫东地区考古标
本库房等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保护传承“专精特
新”项目库……

周口之行，趣味无穷；周口文旅，未来可期。

文明探源 考古周口

周口是历史文化资源大市，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厚重
的城市。 据统计，全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3884处。 改革
开放以来，周口通过考古勘探和抢救，发现古遗址 80余
处、古墓葬 4000多座，发掘出土各类文物 30余万件，其
中，国家珍贵文物 1000余件。

周口沙颍河流域是夏文化分布核心区———郑洛地

区向长江、淮河流域渗透和影响的重要通道，周口市造
律台晚期文化（可能为夏族群文化）遗址目前发现有 100
余处，这一时期的平粮台古城遗址和时庄遗址，因早期
城市杰出的规划性和夏代早期粮仓城的重要性，入选全
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
目的引领下，继淮阳平粮台龙山城址和时庄夏代早期粮
仓城发掘之后，周口市近年来陆续发掘了淮阳朱丘寺遗
址、蒋台遗址和太康刘庄遗址，且均有较重要的发现。

在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

“中轴线”、最早的“双轮车”车辙、最早最完备的城市排水
系统及排房房基、墓葬群等遗迹，并出土了大批文物。 时
庄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粮仓城，各种形制的
长方形遗存、圆形遗存、人工垫筑台地、夯土墙等埋藏在
历史的深壑之中三四千年。 这些遗址在中国早期国家形
成研究及中华文明进程研究中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一河碧水 两岸锦绣

波光潋滟的沙颍水面，形态各异的跨河大桥，焕发
新生的普济晚霞，航运繁荣的码头渡口，静卧保安澜的
铁水牛，栉风沐雨的三川十馆……这里是“道德名城 魅
力周口”，是你、我、他都梦想畅游的“诗和远方”。

在这里，你可以览湖河胜景，看千年白果树、沙颍河
龙舟赛，游寿圣寺塔、叶氏庄园和三川明珠塔，逛水寨印
象及古镇古街古村落，品伏羲、老子、关帝文化；可以喝
一碗逍遥胡辣汤， 赏周口野生动物世界的杂技表演，听
申派大师的经典越调戏……

一河碧水穿城过，十里风光入画来。 作为豫货出海
口、中原对接长三角的“桥头堡”，地处豫东大地的“羲皇
故都、老子故里”周口，持续围绕太昊陵庙、画卦台等挖
掘伏羲文化、 根亲文化的时代内涵； 围绕太清宫遗址、
《道德经》等发掘老子文化的时代内涵；围绕裴李岗文化
石磨盘、时庄遗址、黄泛区农场等阐释农耕文化的时代
内涵；围绕沙颍河沿线码头遗址、周口关帝庙、邓城叶氏
庄园等追寻漕运文化的时代内涵；选取蒋台遗址、刘庄
遗址等典型遗址， 推动周口夏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加
快平粮台古城考古遗址公园、 时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全力建设历史文化核心展示区，带动沙颍河两岸文脉悠
悠永留传。

古韵今风 交相辉映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 淮阳区太昊陵前总是人头攒
动、摩肩接踵。 太昊陵庙会历史悠久、参与者众。 从 2023
年起，周口在此连续举办两届“伏羲书展”，将 “千年古庙
会”打造为“阅读新空间”。 全国知名高端出版社纷至沓
来， 众多文化名家受邀参与书展活动，《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纷纷关注报道，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关帝庙是周口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如今，改造后的
关帝庙历史街区集文化、旅游、商业、历史于一身，实现了
古典与现代碰撞、“老文化”和“新商业”共生。 关帝庙广场
上，“三川十馆·春会”让年味更浓，“三川十馆·夏集”点燃
夏日烟火气。 从“一声红”到“季季火”，关帝庙历史街区必
将成为周口的城市新地标、文化新地标、消费新地标。

做好“古”文章，讲好“新”故事。 从第一届桃花赏游
消费季到第二十届桃花赏游消费季，西华县交了“桃花
运”。 年年内容更新，节节总结经验，西华县不断扩大桃
花节规模，每年吸引了 10余万名游客前来观光赏花，成
为中原地区知名的乡村休闲旅游品牌和旅游胜地。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从《诗经》中走来的周口荷
花，历史悠久，延续千年。 周口荷花节自 2022年列入省
级节庆活动目录以来，招商成果丰硕，文旅消费攀升，影

响力、辐射力、带动力不断扩大，有力提升了城市知名
度。淮阳成为全省首批“文旅消费示范区”，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文旅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杂技之乡 既“火”又“活”

近年来，周口市持续擦亮“杂技之乡”文旅品牌，打造
“杂技+”多元化发展模式，大力推进杂技文化产业转型升
级，丰富杂技文旅产品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市场主体。

2023年、2024年、2025年， 周口连续三年举办中国
杂技大联欢，周口杂技再度“出圈”，成为周口的一张金质
名片。

“杂技+文旅”绘就发展蓝图。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
产业园形成了野生放养区、步行观赏区、机械游乐区、管
理中心四大分区，年接待游客超 100 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超 1亿元。

“杂技+制造”走出多元发展路。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
产业园培养了一批能工巧匠， 从道具制作到剧场建造，样
样精通。 他们不仅建设自家园区，还为外地建造了 300多
个现代化马戏大篷和 16个演艺剧场。

“杂技+人才”充实发展后备军。国际杂技文化（周口）
产业园除了

传统的“师傅
带 徒 弟 ”模
式，还与周口
职业技术学

院联合办学，
设立杂技专

业，培养复合
型人才。

记者 苑美丽 黄佳 李瑞才 王晨 乔小纳//文 刘俊涛 梁照曾 王映//图

文旅繁花 绽放三川〉〉

��� 第第二二届届““三三川川十十馆馆··春春会会””在在关关帝帝庙庙
历历史史街街区区举举办办。。

淮阳时庄遗址。
沙颍河新站颍水晓畔景区。

2025中国杂技大联欢中的马术节目。

淮阳龙湖。 苏凯歌 摄

荷花节期间，游客畅游淮阳龙湖观赏荷花。 苏凯歌 摄

淮淮阳阳太太昊昊陵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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