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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

每年初夏，枣农把枣树皮斑驳地砍上一圈，俗称“砑枣”
砑枣，就是让枝丫放慢生长，将营养开花坐果
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郑枣树栽培技艺及砑枣习俗”

一颗枣 定格为一种文化
本报记者踏上“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探寻、保护之旅”
将走进全省18个省辖市，对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景式探访

5000年前，新郑为有熊国。据文献载，农历
二月初九，黄帝生于轩辕丘（今新郑市区北关），
其后三月初三在有熊国开国立都，肇造中华文
明。古代官民为纪念黄帝功德，在轩辕丘旁建
轩辕故里祠，在其建功立业的具茨山（今始祖
山）风后顶之巅筑轩辕庙，自春秋时起，每年农
历三月初三当地仕民都要在轩辕庙、轩辕故里
祠隆重举行黄帝开国建都周年拜祖庆典以示纪
念，拜祖习俗延续至今，从未间断。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并存公拜和民拜两

种形式。民拜史记不详，但从“三月三，拜轩
辕”等广为流传的民谚中看出，民拜黄帝习俗
久远。据具茨山下长者回忆，每年农历三月初
一到初六，山上拜祖先香火极盛，山下兴庙会
热烈隆重。

公拜习俗最早见于《左传》记载，郑相子产
“兴国君登山拜祖”。文献载，道光十七年，林则
徐擢升湖广总督赴任，二月二十途经新郑，到轩
辕故里拜谒黄帝。另据清代《新郑县志》和明清
时期碑刻显示，官方对黄帝的祭拜接连不断。

7 月 21 日，“悦中原、聚神
韵——宝莲祥河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探寻、保护之旅”进行了第二次
探寻活动，志愿者朋友们走进郑
州市管城区，亲眼目睹了太乙拳、
猴加官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精彩展示，聆听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者传承保护古老民族文化
的艰辛及卓有成效。随后，志愿
者一行又前往新郑，参观了中华
枣文化博物馆、中华姓氏广场、轩
辕桥和故里祠等景点，并在黄帝
故里举办了专场拜祖仪式，深切
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黄帝文化的博
大精深和姓氏文化的源远流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
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河
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文
明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非
物质文化遗产众多。“悦中原、聚
神韵——宝莲祥河南非物质文化
遗产探寻、保护之旅”，旨在普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唤起公众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
自觉意识。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将
陆续走进全省18个省辖市，对河
南各地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行一次全景式的探访，对全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有益
探索。 记者 苏瑜

●非遗之“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拜祖习俗延续至今，从未间断

记者从会议上获悉，目前各项创建工作正在
按照规划向前推进。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进一
步完善，中央、省、市的公共文化政策在基层不断
得到落实，乡镇文化站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在
基层得到切实推进，并收到良好效果。文化馆、图
书馆、文化站、村级文化大院建设和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各县（市）区财政大都
设立了500万~1500万元的公共文化发展专项资
金，一些必要的公共文化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保证了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正常运行。
12个县（市）、区的文化馆、图书馆，除登封市

正按国家一级馆建设外，其他全部达到国家三级
馆以上标准；全市114个乡镇（街道）都有单独设
置、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的综合文化站，并
能正常对外开放；全市已建成村文化大院 2000
个，覆盖率达 88%，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覆盖率在
90%以上；“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工作按规定实现
了零门槛进入，并建立了完善的免费开放经费保
障机制，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公共

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
郑州市图书馆新馆正在配备办公设施，计划

年底投入使用；荥阳市文博中心将搬迁工作纳入
为民办实事工作任务中，年内实行免费开放；新
郑市财政拨付 50 余万元资金，用于文化馆馆舍
维修及改造，7月份将正式免费开放；经开区投入
7000万元建设的群众艺术中心、图书馆正在进行
设备配套，即将投入使用。同时，农民工文化建
设稳步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
好保障。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
文化惠民工程在基层得到切实推进

郑州市图书馆新馆计划年底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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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郑州市入选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试
点城市，为河南省唯一入选城市。
今年是创建工作关键的一年，2012
年年底国家将进行创建验收。26
日，郑州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嵩
山饭店召开。 记者 尚新娇

每年初夏，河南新郑市的枣农忙碌在枣园，
把枣树树皮斑驳地砍上一圈，俗称“砑枣”。砑
枣，就是让枝丫放慢生长，将营养开花坐果。千
百年的砑枣，使这里的老枣树形如大肚弥勒，头
顶硕果累累宝贵的资源。

很多人知道枣是“百果王”，营养价值高；很
少有人知道，枣为中国所特有，集中了全世界近
99%的枣树和产量。国人对枣有感情，枣和花
生、桂圆、莲子一起，置于新婚夫妇床头，期待

“早生贵子”。新郑枣产品龙头企业“好想你”，
在厂区办起了以红枣为主题的中华枣文化博物
馆，聚集着世界各地400多种千姿百态枣品种，
各类民间枣故事、枣谚语环壁陈列，让吃枣人了
解枣、懂枣、爱枣。“好想你”还自创了“木本粮”
概念——木本粮以红枣、核桃、板栗为代表，而
草本粮以小麦、玉米、水稻为代表。草本粮解决
温饱，木本粮侧重营养健康。

在红枣之乡新郑，七八百年的古枣树并不
稀罕，而且每年仍在开花结果。算来树上结的

都是“宋枣”、“元枣”。枣文化，成为这方土地宝
贵的资源。如果说博物馆还只是枣文化的搜集
总结，那么多达 780亩，全部是 500年以上树龄
的古枣树林“黄帝贡枣苑”，已经是枣文化上的
演绎了。每年的金秋九月，“好想你”都会举办

“枣文化节”，八方游客摩肩接踵；带动了一系列
旅游文化项目。

让志愿者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企业对文化
的重视和不遗余力的建设。枣树木质坚硬，适宜
雕刻。在“好想你”厂区，工匠悄悄进行着一项大
工程。那些老死的、因重大工程砍伐而亡的枣
树，在这里被雕刻成栩栩如生的罗汉、弥勒造像，
目前已有8000多尊，打造“万佛苑”指日可待。

一颗枣，在古老黄河的怀抱苏醒，从一个可
有可无的饮食配角，变身为一个时尚消费品，直
至裂变为一个产业，拉长到一个农副产品产业链
条，最终定格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的“新郑枣树栽培技艺及砑枣习俗”，
自然而然地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保护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