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
午
年
黄
帝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2014年3月31日 星期一
统筹：王继兵 编辑：李爱琴
见习美编：程楠
校对：亚丽 版式：王艳

文化经贸发展共赢
助推中原经济区
和航空港区发展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八年来的拜
祖大典，成功实现了“文贸衔接、政经协
同，以文促经、互动双赢”。

每年大典期间，河南省、郑州市都要
签订一批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投资
合作项目，前八年累计签约项目总金额数
千亿元，极大地增强了郑州市和河南的发
展后劲。

去年拜祖大典期间，我省举办了第
七届省投洽会，全省共邀请境内外客商
3670人，境内外团组175个，其中包括80
余家境内外知名商协会负责人，160余家
国内外 500 强企业、知名跨国公司高管
和代表。共有 415 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3006亿元，合同资金2866亿元。省会郑
州也在此次经贸大戏中收获颇丰，共签
约33个项目，投资总额340.9亿元。

通过拜祖大典这个平台，海内外的
华人可以了解郑州、新郑，进而在此投
资兴业；郑州、新郑也可借拜祖大典积
累大量的人脉资源。

参加大典的嘉宾不少是海内外商
界精英。每年农历三月三的新郑之行对
于他们来说，既可以满足其寻根拜祖的精
神需求，也是寻觅商机、谋求发展的绝好
契机。香港拜祖“军团”一名成员坦
言此行目的：“一来认祖归宗，二
来考察投资环境。”这种观点在
商界嘉宾中颇具代表性。如
此众多的商界精英把关注
的目光投向郑州，这无
疑将对郑州经济发
展产生现实及潜
在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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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拜轩辕，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大典，肇始春秋，绵延至今。
自2006年起，拜祖大典升格为
河南省和国家有关单位共同主
办，拜祖大典已连续成功举办
八年，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
影响之广与日俱增，被赞誉为
“盛世国典”、“心灵圣典”。
郑州市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高度，充分挖掘深厚的中原文
化资源，把传统大典文化与现代
文明建设相结合，在河南省人民
政府、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和国家
有关部委、单位的联合主办下，
历经八年，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打造成了当代“国典”式文化精
品工程。 郑州晚报记者 孙娟/
文 马健/图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已经成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不
变的主题，也是广大中华儿女汇集
心愿、表达意愿的一种识认符号。

同根、同祖、同源的认同有助于
两岸在心理上距离的缩短。连战先
生在参加拜祖大典期间多次提及

“两岸人民同根同祖、一脉相承，中
原是所有中华儿女心灵的故乡”；吴
伯雄先生前来参加拜祖大典时明确
提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强调“台
湾人也是中国人”，他说：“来到黄帝
故里，感觉两岸彼此又缩短了。”

寻根求源、慎终追远是中华民
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
根在河南，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要
回来这里寻根问祖。

《中原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就提
出，立足于凸显根亲文化优势，建设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立足于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使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成为
弘扬文化、凝聚人心、增强中华民族
凝聚力，推进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兴邦盛典。

黄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薪火
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
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

近年来，拜祖大典将黄帝文
化中蕴含的统一、和谐等社会文
化元素，充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之中，通过对黄帝文
化的深入挖掘，大典举办水平持
续提升，品牌持续巩固，黄帝文化
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国际知晓
度和认同感大幅度提高。

大典举办期间，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成为专家学者交流的平
台。余秋雨、于丹、王立群等专家
学者从不同侧面解读黄帝文化的
丰富内涵，呼吁年青一代继承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历年来，大典均邀请国际知
名媒体予以宣传报道，并在中央
电视台国际频道、文艺频道进行
直播，影响力持续扩大，拜祖大典
成为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
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一些外国朋友也被源远流长
的黄帝文化吸引，前来参加拜祖
大典——美国人杰夫·纳弗罗曾
说：“我是冲着黄帝文化来的，是
黄帝把我引到了新郑。”

黄帝文化历久弥新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重要平台

连办八年影响日增
被赞誉为“盛世国典”

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盛世
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
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
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九项大典
仪程的规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大典仪程仪式庄严肃穆、严谨
有序，感染力强、震撼力大，组织协
调艺术高超，各个环节紧密衔接，
场面井然有序，体现出跨越时空、
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在海内外华
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赞誉为

“盛世国典”、“心灵圣典”。
通过 庄 重 、肃 穆 的 仪 程 仪

式，拜祖大典把“中原根深，华夏
叶茂”的理念，根植于每一位参
加和观看大典的炎黄子孙心中，
进一步加深了民族认同感和归
属感，也激发了炎黄子孙为祖国
富强、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贡
献力量的豪情壮志。

八年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已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认知，
并由区域性的纪念活动发
展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
根团聚的盛大节日，成为
促进海内外炎黄子孙自
我认同的有效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