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

黄国故城

黄国故城， 位于潢川县西北

6

公里的隆古

乡，其始建于周成平定东夷之后。 黄国是周代赢

姓诸侯国， 是江淮小国中势力比较强大的国家，

城内面积

2.8

平方公里。

黄国故城南、北、西城墙保存完好

,

仅东城墙

有少量损坏，夯土城墙大部分保存

3

米左右。 在

距黄国故城

20

余公里的光山宝相寺发现了黄国

国君黄君孟夫妇合葬墓，出土了大量精美并具有

浓厚地域特色的铜器、玉器、竹器、漆木器、丝织

品等，为研究春秋早期江淮地区国君墓的棺椁制

度、服饰、随葬品等提供了翔实资料。

20

世纪

90

年代， 在黄国故城西北

1

公里处亦发现黄国墓

地。 黄国故城是目前豫南地区保存较完整，内容

丰富的故城遗址，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

时期的历史、军事、经济、文化的宝贵遗产。

28.

“义阳三关”

河南信阳，古称义阳。 地处大别山、桐柏山两

大山脉会合处，自然形成三个险要隘口。 东为九

里关，西为平靖关，中为武胜关。又由三关为豫楚

分界，与信阳互为首尾，东西呼应，因此得名“义

阳三关”。 三关均为南北来往交通要道和军事重

地。 因信阳在南北朝时为义阳郡治，故有“义阳三

关”之称。其后三关之名各有变化。三关均有古代

箭楼、炮台和近代碉堡、战壕。

20

世纪

50

年代以

来，三关已布满松杉林、果树园、竹园和茶园，九

里关被湖淹没，已不复存在。

三关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又是古代南北

抗衡的军事关隘。 古代的箭楼、炮台和近代的碉

堡、战壕，记载着千百年来的战火烽烟。 周围的松

杉林、果树园、竹园和茶园遍布，郁郁葱葱，景色

非常壮丽。

29.

永济桥

永济桥又名万金桥。 位于光山县城南

25

公

里的泼陂河镇街北头， 呈南北向横跨于泼陂河

上，连接泼陂河南北两街。 该桥始建于明代，为典

型的联拱石桥， 全部由雕琢过的花岗石条构成，

建筑结构严谨，其建筑风格具有典型的南方建筑

特点。 永济桥是河南省最长的古代石拱桥。 南北

长

101

米，东西宽

10

米，桥下由

9

个拱形孔长度

不一，自

6

米至

12

米不等，宽度和高度由中间孔

向两边递减。 使整座桥呈八字型。 这种建筑在古

代既能使楼船顺利通过，又可以迅速排除桥面雨

水，防止桥下渗透腐蚀桥梁结构。

30.

信阳民歌

信阳市素称河南的歌舞之乡， 在民间音乐、

舞蹈等传统文化方面有着丰厚的存量 ，在风格

上迥于淮河以北的河南省内各地区 。 新中国

成立前曾有一次较大的变革 ，即在原生状态

的民间音乐舞蹈中加入了一些新的音乐 、舞

蹈元素 ，形成所谓新民歌和新民舞 ；新中国

成 立 后 ，至

1978

年经过两次“文艺采风”，原生

状态的民歌、民舞在被收存保护的过程中又有所

变化，纯原始的民间音乐舞蹈已不多见。 代之以

原民间音乐舞蹈素材为基础，再创作而形成的一

批音乐、舞蹈节目存在形式。

31.

罗山皮影

罗山皮影始于明代，据

1982

年版的《罗山县

志》记载，罗山皮影源自河北滦州，从明嘉靖年间

（公元

1552

年至

1566

年） 开始在信阳市的罗山

县繁衍生长，距今已有

450

多年的历史了。 经过

多少代皮影艺人的加工、提高，罗山县皮影艺术

已经成熟，影人制作美轮美奂，栩栩如生。 生、旦、

净、丑行当齐全，音乐旋律流畅，唱词、道白雅俗

共赏，乐队简约合理的戏剧艺术，成为中国戏剧

园中的一支奇葩。

32.

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

灶书《郭丁香》是固始县珍贵的民间口头文

学，也是河南省乃至全国为数不多的原生态汉民

族历史悠久的叙事长诗。 《郭丁香》的故事主要内

容以郭丁香（人称灶王奶）与丈夫张万良（人称灶

王爷）爱情婚姻纠葛为主线 ，着意歌颂了郭丁

香 勤 劳 、善 良 、正 直 的 美 德 ，无 情 鞭 挞 了 懒

惰 、奸诈 、负义等恶行 ，正符合善良的农民群

众所追求的道德规范。 长诗《郭丁香》语言朴素无

华，是豫东南大别山一带及江淮流域独树一帜的

民间口头文学经典之作。

2007

年为省保名录。

33.

“淮滨泥塑叫吹”

淮滨地方特有的民间工艺品， 其历史悠久，

在淮滨沙冢遗址（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就有

陶乌出土。 现淮滨泥塑造型基本分为人物、动物

两大类。 型制尺寸大小有别，尤以狮虎牛马等最

为生动。 色泽亮丽，对比强烈，整个作品线条分

明，纹饰简练，造型别致，既是玩具又是精美的工

艺品。 一般在当地庙会或传统节日期间有售 。

1992

年，信阳地区文化局曾予征集，是深受群众

喜爱的室内饰物，民间工艺品和民俗玩具。

34.

信阳毛尖采制技艺

信阳毛尖手工炒制分生锅、熟锅、烘焙、拣剔

等过程。 信阳毛尖茶叶质佳味浓，苏东坡曾有“淮

南茶义阳第一”（信阳古称义阳）的品评。 信阳毛

尖

1915

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1958

年被

评为全国十大名茶，

1990

年在全国名茶评比中

荣获金质奖章

,1999

年在杭州举办的首届国际茶

叶博览会上获金奖。 信阳毛尖白毫满披，如金针、

如雀舌；滋味醇厚，如甘露、如玉液。 精湛的采制

技艺，生产出“金奖名茶”。信阳茶文化节的举办，

使茶叶生产达到鼎盛时期，信阳毛尖茶采制技艺

得到空前的发展。

35.

中国茶都·信阳国际茶文化节

中国茶都·信阳国际茶文化节，是自

1992

年

以来，信阳凭借“信阳毛尖”绿茶的品牌优势，在

每年

5

月前后举办的大型茶文化活动。

2004

年

2

月

7

日，信阳市委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把中

国信阳茶叶节更名为中国茶都·信阳茶文化节，

2010

年又更名为 “中国茶都·信阳国际茶文化

节” 同时确定举办时间为每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 原中国信阳茶叶节自

1992

年以来， 以茶为

媒，广交朋友，其中包含招商引资，融资洽谈等多

项活动，旨在发展当地的经济，促进信阳茶叶优

势的长足发展， 已经成功地举办了

21

届中国茶

都·信阳国际茶文化节， 是信阳市当地最大的文

化经济活动之一。 每届茶文化节都组织了招商引

资、茶叶展销、经贸、旅游、文化娱乐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现代产业类（

4

项）

36.

信阳市产业集聚区

信阳市产业集聚区位于信阳主城区北

1

公

里，包括工业城和羊山

2

个片区共

8

个特色“区

中园”，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智能终端产业示范园

区和茶产业园。 智能终端产业示范园区是河南省

首批

8

个战略新兴产业示范园区之一，定位为全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载体和平台，着力发展

智能显示终端和智能通信终端两大产业，打造智

能显示终端、智能通信终端和数码影音

3

条产业

链。 现已入驻泛蓝科技、天盈光电、台商电子等

54

家电子类企业。 茶产业园区，定位为河南省乃

至全国重要的茶研发、茶文化、茶博览的重要基

地。 现已入驻五云茶叶、文新茶叶、卢氏茶叶等全

国知名茶叶产业化龙头企业。

37.

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

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两个物流产

业集聚区之一，位于信阳市主城区西北角，与主

城区一体相连，规划面积

9.86

平方公里，其中，

起步区

2.36

平方公里、 发展区

3.5

平方公里、控

制区

4

平方公里。 主导产业为商贸物流业，河南

省政府明确将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内

1.6

平方

公里的用地定位为河南省四大物流节点之一，集

聚区定位为豫南地区重要的大型商贸物流基地，

立足信阳、辐射鄂豫皖。 现已入驻河南金牛大别

山农产品物流中心、金牛物流园区“豫南城”、晟

三国际建材城等

10

家物流骨干企业。

38.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位于县新城区东北部，

规划面积

7.9

平方公里，其中，起步区

1.3

平方公

里、发展区

3

平方公里、控制区

3.6

平方公里。 主

导产业为轻工纺织，集聚区定位为河南省及中部

地区品种最全、 规模最大的化纤纺织工业基地，

全国重要的化纤纺织工业基地，河南省及中部地

区最大的麻纺基地、国内最大的麻片包装材料生

产基地。现已入驻万和纺织、川大纺织、裕盛体育

用品等

15

家骨干企业。

39.

罗山县产业集聚区

罗山县产业集聚区位于罗山县城东南

1

公

里，规划面积

8.5

平方公里，其中，起步区

1.6

平

方公里、发展区

3.9

平方公里、控制区

3

平方公

里。 主导产业以生产计算机、通信设备（手机）及

其周边配件为主，定位为信阳市电子产业园配套

园区、 全省有影响的计算机及周边配件生产、通

信设备（手机）制造和研发一体化的电子工业基

地和电子产品集散中心。 现已入驻大忠电子、同

裕电子、鑫盛电子等

5

家骨干企业，均为富士康、

华硕、格力等知名电子企业配套企业。

四、地标建筑类（

8

项）

40.

百花园

百花园，位于信阳市羊山新区核心地段，布

局为“一核、两轴、四相、十二园”。 园区绿化覆盖

率达

83%

， 百花园内共种植

50

余万株花苗，牡

丹、郁金香、茶花等

268

种观赏植物，是展现魅力

信阳形象的重要窗口。

百花园景观工程建设强调“认识自然、尊重

自然、保护自然”，在保护生态环境、节约使用土

地资源、科学规划的同时，引用现代城市景观设

计手法，充分体现花、园结合的特色，是目前世界

上唯一的一个最具规模的以花卉为主题的城市

公共开放空间，是体现信阳历史文化和现代精神

风貌的窗口，成为广大市民旅游观光、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

41.

南湾湖大坝

南湾湖大坝高

38

米，长

816

米，顶宽

8

米，

底宽

24.4

米。它动工于

1952

年

12

月，

1955

年

11

月竣工。 坝的背水坡用雨花石镶嵌毛泽东主席题

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南

湾湖水利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治理淮河

水旱灾害，全面落实毛泽东主席关于“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的指导思想而兴建的。

42.

浉河新八景

望湖轩

具有楚风汉韵的望湖轩建在南湾湖大坝东

隅，背山面水，整个轩院落差近

４

米。 站在最高处

的轩亭内，可一览南湾湖之浩渺、风光之旖旎。

聚贤祠

聚贤祠位于贤山之巅。 古时曾有贤士隐逸于

此，所以贤山又名贤隐山，也是信阳古八景“贤岭

松风”之所在。 今逢盛世，修建此祠，信阳历代乡

贤、名宦共聚于此，故名聚贤祠。

申伯楼

申国原为伯爵

,

国君称为申伯。 后来申国被

楚国所灭， 但是作为地名的申字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信阳还有着申城的别称，城内的申碑路据说

就是和出土有古申国的石碑有关。 平桥区自高梁

店乡的申阳台至平昌关镇的申伯碑、 申伯墓、申

伯祠、申伯盘、申伯读书台等遗址、遗物都记录下

了这段历史。 申伯楼设计时沿用信阳古八景中

“奎楼晚照”中奎楼的基本功能，楼体硕大，风格

粗朴，雄浑大气，近汉唐之风。

茗阳阁

坐落在贤山脚下。 “茗”代表绿色茶叶，“阳”

代表红色信阳。 该阁采用纯中式古典塔楼风格，

底座基台高为黄河高程

１０２

米， 檐口高

３２．１

米

（与信阳所处纬度一致）， 阁高

５

层， 海拔

１３９．９

米。 茗阳阁“依贤山之雄风，汇淮河之灵气，迎朝

霞出彩虹，送余晖归南湖，见明月泛水，听松风弹

幽琴”，融会中国传统楼阁意象，兼具当代简明形

式，意象深邃，品格高远，成为魅力信阳新的城市

文化象征。

龟山亭

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龟山亭建在龟山临河

的一侧。 自山脚拾级而上，看掩映于葱茏之中的

白墙黛瓦错落而起，忽而身前，忽而在后，步停

处，即至龟山亭。 龟山亭的美感，在于建筑本身，

更在于人在亭内居高临下时，可纵览无限壮丽的

湖光山色。

琵琶台

延续“长台古渡”文化遗风的琵琶台，建于琴

桥南端的一个小山岗上。 台的平面成“土”字形，

取五行“土”之居中之意，与信阳华中地理位置相

契合。古人登台望远，念天地之悠悠，感古今之怆

然，今琵琶台承前人古意，昭时光如梭，更催人加

压奋进。传统节日有登高之礼，重阳登高、中秋赏

月、春节鸣礼等皆可在此举办。

河洲榭

浉河新八景中，河洲榭最有特色。 它的一部

分立于安桥与会桥之间的湖心岛上，一部分探身

于水间。 平桥区将把湖心岛打造成娱乐度假的文

化旅游乐园。 古时“浉河水中夜舟泛月”，今将有

“河洲榭内听戏品茗”。

平山塔

震雷山古有“雷沼喷云”之景，前人曾于此求

雨，今虽不用求雨，然古文化习俗可嬗变成其他

形式，在此山立塔以祈平安，故名平山塔。 平山塔

将建于安桥南岸临河一个山麓之上， 高低落差

60

米，寓意新中国

60

华诞之良时，于此山立塔

祈安。 平山塔总建筑面积

1853

平方米，与平桥区

总面积

1853

平方公里相契合。 塔高

26

米，寓意

平桥

2600

多年的建制历史。 塔身合暗层计九层，

取久久之意，以祈平安之久。

43

虹桥

虹桥在

107

国道浉河上，修建于

1981

年。 虹

桥设计科学，造型美观。 它全长

300

多米，主跨度

185

多米，是钢索直拉桥，远远望去，整个桥梁五

颜六色，宛若一道彩虹横跨在河面上，虹桥由此

得名。 夜晚，虹桥的影子倒映在河面上，随着波光

轻轻荡漾，使人产生处于人间仙境的感觉。

44

关桥

2007

年桥面被拓宽了

12

米，为五孔

40

米双

曲拱桥。 长

235.9

米，宽

22

米，为双向四车道。 静

白的菱形钢架灯照与两侧漆蓝的栏杆相辉映，以

一种简约的气质迎接东边渐升的朝阳。 从虹桥那

边往这边望时，朝阳斜映水中，晕染一碧霞光，流

光溢彩。 两岸楼宇白影迷离朦胧，浸润在晨辉倾

泻的清流，倒影芬然碎裂，随着水中鱼群的踪迹，鹭

鸟的旅程一同伤逝，演绎飘然绝美的一尾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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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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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信阳·十大名片”候选名单简介

（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全面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深入挖掘和展示信阳独特

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文明， 塑造信阳人

文精神，打造信阳文化名片，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美丽信阳·十大名片”评选活动，通过广泛

宣传和推介， 进一步提升信阳的知名度、 美誉

度，增强广大群众对信阳的认同感、归属感、荣

誉感和自豪感，充分展示信阳对外新形象。

一、活动名称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评选活动

二、组织机构

主办：信阳市委宣传部

协办：市委政研室、市教育局、市统计局、市

住建局、市综合执法局、市文广新局、市旅游局、

信阳日报社、信阳广播电视台、市质监局、共青

团信阳市委、市社科联、市文物局、市博物馆、移

动公司信阳分公司、联通公司信阳分公司、新浪

河南·信阳、信阳网

成立“美丽信阳·十大名片”评委会，评委会

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评选等各项事宜。 办公室

设 在 市 委 外 宣 办 （ 电 话 ：

6366780

， 邮 箱 ：

XYWXB6366780@163.com

）。

三、评选程序

按照培育、推广城市品牌的目的和要求，结

合我市实际， 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部分单

位负责人组成评委会， 由评委会在充分讨论和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从全市范围内征集的

300

个名片中认真筛选出符合信阳特色，最能代表

信阳形象和信阳精神， 最能体现信阳风格的风景名

胜、文化遗产、现代产业、地标建筑、名人典故、特色资

源、地方荣誉、地方美食、最美乡村等领域的

80

个候

选名片，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在校学生通过网络、

短信投票，从中初选出

30

张名片，再由评委会

在初选入围的

30

张名片中进行投票推选，最终

评定

10

张信阳名片并向社会公布。

四、评选原则

1.

在全省、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广

为人知并被广泛认可；

2.

具有较好的正面形象和美誉度，有利于推

广和弘扬正能量；

3.

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符合信阳发展

进程，体现时代感；

4.

在所代表的领域内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和

代表性；

5.

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起到示范和引

领作用；

6.

能体现信阳独特风格和魅力。

五、相关事宜

（一）时间安排

8

月

10

日至

9

月

15

日征集意见

9

月

16

日至

9

月

25

日宣传发动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0

日公众及评委投票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31

日公布结果并抽取

幸运奖

（二）活动载体

1.

在《信阳日报》《信阳晚报》《信阳周报》市属媒

体刊发活动介绍、评选公告及活动动态；信阳广播电

视台综合频道、公共频道适时播放活动动态。

2.

在新浪网市委外宣办官方微博、新浪河南·信

阳、信阳网开辟专题对活动进行宣传并提供网上投票。

3.

移动、联通信阳分公司分别开通短信投票

平台，发送公告信息，提醒手机用户投票，公布

获奖情况。

（三）投票方式

1.

网站投票：公众登录新浪河南·信阳（

http:

//henan.sina.com.cn/xy/

）、 信 阳 网

(www.xyw.

gov.cn)

“美丽信阳·十大名片” 专题投票网页并注册

成功后，直接进行投票，投票时应注意：每个

IP

地址

每天限投

10

次，每次投票必须按候选名片的序号，选

中

10

个以上

30

个以下候选名片进行投票。

2.

短信投票：移动和联通手机用户分别可通

过短信投票平台回复 “

XYMP+

候选名片序号”

短信进行投票（因短信内容限制，具体序号及名

片简介可参见相关报纸和网站的介绍）。 投票时

应注意：每个手机用户每天限投

5

次，每次投票必

须按候选名片的序号， 至少选中

10

个候选名片进行

投票。 短信投票进行多选时，序号中间应用逗号隔

开，如发送短信“

XYMP1,3,10,51,

……”

六、评选结果

由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和短信平台投票初选出

30

张候选名片，再由评委会专家对网上和短信初步评

选结果进行综合评选，最终确定

10

个“美丽信阳·十

大名片”，评选结果将在《信阳日报》《信阳晚报》《信阳

周报》 以及新浪河南·信阳、 信阳网等媒体向社会公

布，同时将在国内部分知名媒体进行宣传推介。

七、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共设幸运奖

100

名， 分别由移动

公司信阳分公司从所有参与投票的公众中随机

抽取

40

名幸运者，联通公司信阳分公司、新浪信

阳、信阳网各分别抽取

20

名幸运者，由评委会给予颁

发价值

500

元的纪念品。 幸运者获奖情况将在《信阳

日报》《信阳晚报》《信阳周报》 以及新浪河南·信

阳、信阳网进行公布。 幸运奖获得者凭身份证或

其他有效证件在评委会办公室领取奖品。

中共信阳市委宣传部

2013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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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信阳·十大名片”评选活动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