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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宝鸡文化强市建设的思考

周　艳

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宝鸡　721013

摘　要：加快建设文化强市是实现宝鸡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论指引，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

意蕴，系统梳理宝鸡标志性文化、分析宝鸡文化强市建设中的实践梗阻，进一步提出推动宝鸡文化强市建设的实践遵循，

既是新时代新征程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逻辑，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扎实推动宝鸡

文化强市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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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宝鸡市标志性文化梳理

宝鸡古称陈仓，地处关中平原，在历史长期的演变中

形成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宝鸡悠久丰厚的文化历史影响着无数华夏儿女，数千年

来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精神支撑与文化

滋养。宝鸡周秦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交

相辉映、多姿多彩，共同映射出关中文化、西府文化的辉煌

灿烂，也凸显出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

1.1 周秦文化

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源地。周秦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和华夏文化的起源，滥觞于炎黄时代，定型于周秦时期，

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周秦文化主要包括周

文化和秦文化，其中周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德治文化和

王道文化；而秦文化的主流则是法家文化、法制文化和霸道

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1]。

它的礼乐制度、伦理道德、法制文化等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

用。自汉代开始，宝鸡青铜器出土历代不绝，其数量之多、

种类之全、铭文之重要均居全国之首，这些青铜器历经岁月

的洗礼依然散发着独特历史魅力，展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背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对我国考古研究和历史文化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以“何尊”为代表，它作为中国青铜器博

物院的镇院之宝，于 1963 年出土于宝鸡市贾村镇。何尊造

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变化丰富。尊内底部铸有 122 字铭

文，其中“宅兹中国”更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录，

深刻体现出中国古人居中而治的政治观，成为宝鸡市一张靓

丽名片。 

1.2 宗教文化

宝鸡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多元文化交融圣

地，佛、道、儒等多种宗教和谐共存，它们在这里传学讲

授，留下了众多文化遗迹，共同推动着中华文明向前发展，

极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早在秦汉时期，宝鸡地区

就已经存在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其中法门寺被誉为“关中塔

庙之祖”，是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寺院。作为中国佛教圣地

的典型代表吸引了众多信徒前来朝拜，法门寺中的佛骨舍利

成为佛教信仰的重要象征，体现了宝鸡在佛教文化中的重要

地位，并于 2018 年入围“神奇西北 100 景”榜单。

1.3 红色文化

追寻红色印记，传承红色基因。在宝鸡近代史中，那一

抹鲜艳的红色是热血与勇气的象征，是信念与希望的灯塔，

留下经久不衰的红色精神和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2022 年 9

月，宝鸡举行宝鸡红色资源宣传推介系列活动。宝鸡各县区

依托本县区的核心红色旅游资源、党史人物、红色场馆等红

色资源， 共推出 28 处重点红色资源，10 条红色研学游精品

线路。宝鸡有着丰富的红色革命历史，例如“扶眉战役”，

该战役是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由彭德怀指挥，

共歼灭国民党军 4.4 万余人 , 解放了宝鸡等 9 座县城，从根

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场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 , 为解放大西北和

大西南奠定了基础。

2. 宝鸡建设文化强市的实践梗阻

2.1 宝鸡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有待加强

宝鸡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历史文化文化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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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丰富多彩，有着“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佛骨圣地、

社火之乡，周秦文明发祥地、民间工艺美术之乡”的美称。

近年来，宝鸡文化资源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开发利用，但在

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仍有待加强。文化资源开发程度

低，融合深度与广度均不足；文化景区分散、行政区域分离，

景区之间的关联性缺乏统一合力，难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是

当前宝鸡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如对于周秦文化的挖掘保护、

理论研究、学术探讨力度仍然不足，且周秦文化景区分散，

加大了游客旅游成本，难以形成合力。

2.2 宝鸡文化产品缺乏竞争力

通过相关文创产品可以看出，宝鸡在文化产品的创意

上，多数设计停留在宝鸡文化的表面符号上，采用直接转印

或套用图形等形式，对宝鸡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文化意蕴缺乏

充分的挖掘，导致文化产品设计创意缺失、营销模式陈旧，

在地域差异上文化产品出现同质化现象，从而缺乏地域上的

品牌竞争力。同时游客购买的具有的宝鸡文化特色的旅游纪

念品如钥匙扣、冰箱贴、明信片、徽章的产品实用度低，难

以长期融入游客的现代生活情境。近年来，“文博热”持续

升温，但可以看到各地文创产品出现大同小异现象，如中国

青铜器博物院，表现为文创产品创意不足，缺少典型性代表

产品，如推出的文创产品（例如文创冰激凌、钥匙扣、冰箱

贴等）同质化严重。同时宝鸡有着西府社火脸谱、凤翔木版

年画、剪纸、泥塑、草编等民间工艺艺术，但在局域性的传

播方式和知名度，也带来了部分文化艺术的没落和失传。在

“文创产品 +”的视角下，宝鸡文创产品需进行创新性审视，

不断挖掘宝鸡文化的内核，迎合大众审美，融入地域特色并

要积极适应现代生活，才能重新让宝鸡文化焕发活力。

2.3 宝鸡城市文化形象宣传力度不足

文化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精神动能。近年来，宝鸡高度

重视宝鸡城市文化形象的打造和宣传工作，在城市文化研究

保护、文化宣传、文化建设等方面积极推动并取得一定成果。

如在 2024 年 10 月举办的“千年宝地、一马当先”的马拉松

赛事，成功吸引了全国各地职业选手和跑步爱好者共 2.6 万

人，通过参赛服、奖牌以及赛场沿途设计等赛事活动将具有

宝鸡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推向大众。随着信息传播渠道

技术加速更迭，大众信息接收渠道日益丰富，宝鸡在打造城

市文化 IP 的道路上任重道远，当前宝鸡在宣传方式、传播

方式、营销模式等方面存在梗阻，未能形成规模的文化品

牌，导致市场拓展能力十分薄弱、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低。

具体到传媒方式，未能孵化出流量大、粉丝多、引领强、宣

传广的公众号和网络账号，在“小红书”“抖音”“B”站

等流量媒体上反响平平，同时也未能同“有缘”的“网络大

v”，利用其媒体优势和故土情怀进行互动合作与城市宣传。

因此，如何不断创新打造更有独特魅力的城市形象是当前宝

鸡面临的现实困境。

3. 推动宝鸡文化强市建设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宝鸡要高质量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市，

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大力弘扬主流思想文

化，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要立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文化

强市建设中站稳根本立场，满足宝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要坚持守正创新，在立足华夏文明主根、中华民族之魂

的根基上，展现关中文化魅力；要自觉勇担历史使命，加快

建设更有文化深度、文明高度、知名广度的文化强市宝鸡。

3.1 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凝心铸魂，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伟大思想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我

们党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的理论创新实现了体

系性跃升，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

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加快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

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闪耀着真理光辉，为推动新时

代新征程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正确思想指引、路径方

法和根本遵循，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着思想伟力、

真理伟力、实践伟力，是宝鸡高质量发展、打造宝鸡城市名

片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宝鸡要以习近平文化思

想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宝鸡文化建设发展实践新情况做

出理论创新，不断探索和凝练这一重要理论成果的具体实践

经验及未来贯彻的方向路径。

宝鸡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

起来，在中国式现代化时代征程中深刻领悟和把握习近平文

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宝鸡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的实际行动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更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宝鸡实践。在勇担新

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奋力谱写新征程宝鸡文化强市建设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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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以打造宝鸡文化强市的生动实践地为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贡献宝鸡力量。

3.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文化强市建设中站稳根本立场

宝鸡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

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2]。始终将人

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体现了宝鸡建设文化强市的高度，真

心实意为宝鸡人民谋幸福的温度，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

态度。因此，宝鸡要建设文化强市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以满足人民需要为价值立场，引导和激发人民群众

创新创造活力，从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实践中总结建设文化强

市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充分发掘宝鸡市的市域特色，明确文

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发挥宝鸡市文化核心优势，彰显示范效

应、展现宝鸡中华文明魅力。

3.3 立足华夏文明根脉，在守正创新中焕发宝鸡活力

聚焦守正创新，才能增强文化发展内驱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独具特色，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

力的文化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 ,

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

的基因 , 植根在中国人内心 , 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方式和行为方式”[3]。宝鸡市要借助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两创”

方针的发展底蕴，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打造和展示新时

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鸡标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

建设文化强市的底气和信心。推动宝鸡文化“走出去”，创

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从而推动宝鸡市文化复苏和繁荣

发展、为宝鸡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文化生命力和动力引擎。

3.4 勇担文化使命，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擦亮宝鸡窗口

文化是一个区域综合实力的生动反映，国家之间、国

家内部的城市之间的竞争，文化竞争是核心。谁能够率先在

立足自身文化传承的基础上，以宏伟的视野对未来文化发展

进行高度战略的规划，谁就能够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占领制高

点。推进宝鸡文化强市，是对落实文化强国战略部署的内在

要求。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到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部署文化体制机制

方面的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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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组成和

基础支撑。文化强市既是宝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

宝鸡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展现的宝鸡使命担当。宝鸡必须

新时代新征程的滚滚浪潮中擦亮文化强国的宝鸡窗口，书写

宝鸡文化新篇章。

4. 结语

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上新征程，宝鸡文化强

市建设也进入关键期。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论导向指引宝

鸡文化强市建设，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理论牵引实践逻

辑理路，充分发挥宝鸡自身文化优势进行创新创造，扎实稳

步推进宝鸡文化软实力建设。以中华优秀传统为底色，以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宝鸡各相关部门及广大宝鸡市民既有传承

发展宝鸡各种文化形态的强烈意愿，也有促进宝鸡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的能力，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扎实稳步推进宝鸡文化强市建

设，打造宝鸡文化独特的“精气神”，努力达致宝鸡文化强

市目标，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姿、奋进之态推动宝鸡高质量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市 ! 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宝鸡

智慧、宝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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