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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 6日，转沟脑村首届敬
老爱老孝道节在新郑市具茨山嫘祖园举
办，村内70岁以上的老人及其子女、村内
志愿者参与了此次活动。

上午 9时，嫘祖园内已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伴随着动听的音乐，孝老
敬亲志愿者们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包饺
子前的准备工作。你揉面、我调馅、他
烧水……一派忙碌的景象，许多赶来参
加饺子宴的子女们也投入到了包饺子的
忙碌中。在这里，老人们和自己的老朋
友谈天说笑唠家常，吃着香喷喷的饺子，
领到了暖和的围巾及毛巾、脸盆等日常
用品，包完饺子后还能欣赏到精彩的舞
龙舞狮表演。这场热闹的孝心饺子宴凝
聚了和气，传承了孝老爱老美德。

作为此次孝老敬亲饺子宴的赞助
人，该村村主任、昊源居度假酒店负责人

寇花平表示，作为转沟脑村的一分子、家
乡的企业家，家乡水土养育了她，家乡父
老帮助了她，她一直心怀感恩，能借助村
里举行孝道节的机会，为村里做一份贡
献，回馈家乡父老，教育后代要养成孝老
爱老的好美德，她非常开心。

“我们会将孝老敬亲活动持续下
去。以后每月都会为70岁以上的老人过
集体生日，将老人及其子女都聚集在一
起，为老人尽孝道，为后辈树立孝老敬亲
的榜样。希望他们能将崇尚孝道文化的
风气和精神传承下去，养成户户尊老爱
老敬老孝老的社会主义新风尚，促进家
庭融合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形成村美
景美人更美的繁荣局面。”转沟脑村支部
书记李留栓说。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赵颖 文/图

黄帝故里百姓拜祖文化周研讨会在新郑举行

30余名学者聚集新郑 共论升级版拜祖大典
12月12日下午，来自北京和河南的知名学者聚集新郑，参加由新郑

市委宣传部、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管理委员会、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
会、河南根文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黄帝故里百姓拜祖文化周
研讨会”,活动主题表明，明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已经有“华人世界第一圣
典”美誉的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或将迎来呈现形式的升级。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拜祖活动的9个“有利”因素

新郑市“孝善浸润乡风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暨辛店镇史庄村先进典型表彰大会举行

表彰奖励先进典型
推进文明乡风建设

本报讯 冬日的具茨山下，寒意阵
阵，位于新郑市辛店镇的史庄村却是暖
意融融。在该村文化广场上张旗结彩，
喜气洋洋。新郑市“孝善浸润乡风 助力
乡村振兴”活动暨辛店镇史庄村先进典
型表彰大会在这里举行。受表彰的十星
级文明户、五美庭院、好婆婆、好媳妇、党
员示范户、脱贫致富户等62户先进典型，
在热烈掌声中登台，接受表彰奖励。

被评为好媳妇的史庄村四组村民寇
俊芳激动地说：“我对婆婆在生活上照
顾，精神上分忧，端茶送水，洗衣做饭，尊
敬孝顺。对丈夫关心体贴，同甘共苦，相
濡以沫，团结兄弟姐妹。这些都是我分
内的事，被评为‘好媳妇’，对我来说是莫
大的鼓励，我会更加爱护我的家庭。”

让荣获“五美庭院”荣誉称号的袁金
伟和荣获“十星级文明户”的史海木没有

想到的是，表彰结束后，村里文艺队擂鼓摇
旗，新郑市委宣传部长张慧娴带队，来到他
们家中，专门为他们挂上了“五美庭院”“十
星级文明户”的荣誉牌。新郑市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说：“我们之所以大张旗鼓地表彰
奖励先进典型，就是要让典型倡树社会正
气，以模范弘扬时代新风。”

据了解，史庄村自新郑市乡风文明建
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开展以来，通
过党员模范带头，落实党员积分制管理，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家园共建和乡风文明
共建活动。让党员认真践行“四讲四有”，
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立村规民约、
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孝善理事会、红
白理事会和禁毒禁赌会，有效激发群众投
身乡风文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来自北京的民革中央原副主席何丕
洁、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原主任谷长
江、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马英民和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
资深专家高天星、河南省政府参事郑泰森
等 30多位学者，从各自的研究方向上阐
述全民化、常态化的拜祖文化周，对丰富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形式和内容确有
必要，也十分可行。

作为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出生、建
都、创业之地，河南新郑自古就有“三月
三，拜轩辕”的传统。早在 1992年，在
赵国鼎、刘文学等一大批自发研究黄帝
文化、推动黄帝文化传播的学者的努力
下，新郑市政府举办炎黄文化旅游节，
这可看作新郑拜祖活动的 1.0时代。

2000年，拜祖大典成为新郑市炎黄文化
旅游节的重要内容，并于 2006年正式升
格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也于次年开始成为拜祖大典的
重要组成部分。拜祖大典随后也被列
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逐渐成为“全球
最具影响力的根亲文化盛事”。从
2000年至今的这一阶段，可视为新郑
拜祖活动的 2.0时代。随着拜祖大典
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加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黄帝文化的普及，国人寻根
拜祖热情高涨，短短半天的拜祖仪式
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升级拜祖大典并丰
富其承载形式迫在眉睫。12月12日下午
召开的研讨会，或能拉开黄帝故里升级
版的拜祖大幕。

升级版拜祖大典呼之欲出

郑州大学教授、河南省中华文化促进
会副主席高天星提到了拜祖活动的 9个
“有利于”：一是有利于黄帝民族精神的认
识和弘扬；二是有利于促进华夏历史文明
创新区的建设；三是有利于中原经济区的
建设；四是有利于河南资源大省向文化强
省建设；五是有利于促进河南公共文化体
系建设；六是有利于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创新；七是有利于河南在中国民
族文化中出彩；八是有利于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的建设，有利于“三个高地”的建设；
九是有利于认识新郑，认识中原，认识河
南，认识中原的文化。

与研讨会同期举办的，还有文化与旅
游部老艺术家管弦乐团“文化惠民艺术传
承”主题音乐会，乐团由众多顶尖音乐家
组成。这次主题音乐会，使黄帝故里新郑
的悠久文明和现代艺术结合，是新郑以黄
帝为核心的文化资源得以落地的表现形
式之一。

转沟脑村举行首届敬老爱老孝道节

孝老敬亲饺子宴
传承孝道倡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