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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换脸
到拜祖广场“云合影”

连续两届网络拜祖平台的换装
照模块都受到网友的好评，壬寅年网
上拜祖平台将采用视频AI换脸技术，
上传一张正面照，就可以着古装“穿
越”到拜祖广场生成动效视频，也可
以和拜祖广场来一张“云合影”，更好
地体验参与感、现场感。

祈愿葫芦
捞一只葫芦千里传福

备受用户青睐的祈福语版块也
进行了较大升级，增设“祈愿葫芦千
里传福”版块，每个用户都可以生成
自己的专属祈愿葫芦，用类似漂流瓶
的葫芦传递美好愿望和祝福。

有声故里
园区全景VR寻根

为了让更多海内外华人体验拜
祖现场，壬寅年网上拜祖平台还制作
了“有声VR虚拟黄帝故里园区”，通
过全方位互动式真实场景的还原展
示，让网友通过手机即可获得三维立
体的空间感觉，犹如身在其中。网友
可以选择场景，进行放大、缩小移动
观看等操控，感觉身在各个场景中随
意走动，足不出户就能欣赏拜祖广
场，感受独具匠心的国风设计理念。

本报讯 3 月 23 日，新郑市委书记
马志峰在全市第一季度“开门红”工作汇
报会上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效率导向，逐项研判、深入挖潜，研究对策、
迎头赶上，确保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红”。

会上，市统计局通报了全市经济运行
情况，市税务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及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党（工）委主

要负责人围绕如何确保实现第一季度“开
门红”分别进行了汇报。

会议指出，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红”，对
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增强干群信心决心至
关重要，全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集中精
力，有的放矢、聚力聚效，确保重要指标有
支撑、落后指标赶上去。

会议强调，统计、发改等部门要牵头建

立经济运行预警机制，加强数据监测研
判，做到经济运行情况底子清、情况明，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各单位要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在招大引强、招先引优、招新引
特上下大功夫，推动项目数量、规模、质量
上台阶，通过抓项目促投资，支撑经济快
速增长。

会议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转作

风、提效能，围绕第一季度目标任务，进一
步加强统筹协调联动、督促工作落实；各乡
镇主要领导要认真践行“用脚步丈量工作
法”，主动下沉、深挖潜力，自加压力、精准
施策，力争抓住最后的时间机会把短板补
起来、落后指标赶上来，为实现第一季度
“开门红”作出更多贡献，为夺取“全年红”
奠定扎实基础。记者 杨宜锦

新郑市开展“山河无恙·家国
传承”暨“迎接二十大”壬寅
年清明欧阳修经典诵读活动
弘扬传统文化
共建历史名城

本报讯 3月30日，由新郑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辛店镇政府共同主
办，新郑市欧阳修公园承办的“山河无
恙·家国传承”暨“迎接二十大”壬寅年
清明欧阳修经典诵读活动在欧阳修陵
园纪念馆举行。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此次活
动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线上活
动特邀企业代表、学生、文化志愿者以
录制视频的形式，诵读欧阳修名篇，同
时在“新郑文旅”抖音平台、“新郑文
旅”视频号、“郑韩文旅云”微信公众号
等新兴媒体推送视频，通过诵读欧阳
修经典，表达对一代文宗欧阳修的追
思缅怀之情。

线下的拜谒仪式因疫情原因，仪
程简单化，改为“正冠肃立、敬献花篮、
敬献高香、行施拜礼”4个仪程。

新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赵舒琪表示，通过线上推送
诵读欧阳修经典名篇视频，更好地传
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也希望社会各界
人士共同保护优秀文化遗产，共同建
设黄帝文化历史名城。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付林芳

和庄镇
举办主题书法活动

本报讯 为迎接壬寅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的到来，3月27日，和庄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和庄镇老庄刘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同举办“我为大
典做贡献”主题书法活动。

活动现场，老庄刘村书法爱好者
齐聚村书法活动室挥毫泼墨。老庄
刘村七年级学生李雨宁写了“祝壬寅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圆满成功”，表达
对今年黄帝拜祖大典的期待之情。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炎
黄子孙，不忘始祖”“九州拜轩辕，四
海祈平安”“寻根中原、拜祖新郑”“国
泰民安”等一幅幅大典主题作品吸引
群众驻足观看。

此次活动宣传和推广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让更多的群众和青少年了
解黄帝文化。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祝磊

新郑市召开第一季度“开门红”工作汇报会

确保重要指标有支撑、落后指标赶上去

三月三 拜轩辕
全新拜祖方式邀您来体验

与拜祖广场来张“云合影”，分享自己的拜祖海报，在“黄河岸边”捞起一只漂流的葫芦，与全球华夏儿女
共同祈福国泰民安……3月25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组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将于2022年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三）在河南郑州新郑黄帝故里，以线上拜祖方式举行。

鉴于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今年拜祖大典以“内容不减，标准不降，防疫要严，效果要好”为基本遵循，调
整为线上举办，线下只保留配合线上拜祖和央视直播的少量人员。

本次大典主题为“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呈现方式将由现场简约而庄重的典制性拜祖仪式、网
上拜祖、电视直播、插播网上拜祖和境外拜祖、主持人和专家访谈等共同组成。记者 杨宜锦

网上拜祖
二维码

网上拜祖
小程序

全面覆盖多种方式快捷登录
为了方便全球华夏儿女共同参与网上拜祖祈福，平台设置了众多的形式和入口。网友可

通过以下方式登录“网上拜祖祈福平台”。
1.点击“黄帝故里网上拜祖祈福平台”（https://2022.huangdinet.cn/static/baizu/），直接进入。
2.扫描二维码，或者在微信聊天页面搜索“云拜祖”小程序，进入“黄帝故里网上拜祖祈福平台”。
3.微信朋友圈、今日头条客户端、新浪微博、百度、搜狐、郑州观察、郑州+、正观新闻、心通

桥等客户端首页设置入口，可直接登录“网上拜祖祈福平台”。
4.在郑州日报、郑州晚报、郑州发布、中原网、正观新闻、郑州圈儿等微信公众号的内容顶

端和末端找到“网上拜祖祈福平台”直接点击进入。

黄帝团队IP登台亮相
围绕黄帝 IP打造适合传播的黄

帝团队 IP形象，推出黄帝、仓颉、嫘
祖、伶伦、岐伯以及黄帝的宠物6个形
象，根据历史记载和传说，创作漫画
故事，打造“推动人类历史进程、干事
创业”的团队形象，从不同的维度，讲
述黄帝故事。

国风设计蕴含华夏文化
整体画风为饱和度较高的国风，颜

色大气沉稳，突出传统文化的厚重感。
设计中，运用了一些国宝文物元

素，突出中华古典文化瑰宝，比如贾
湖骨笛形状的背景音乐开关、甲骨文
形状字体切换图标，返回首页按钮采
用 1984年秋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
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首页底部按钮
底纹采用人龙纹环，弹框挂饰采用的
红山文化玉龙等，同时也欢迎大家访
问平台继续寻找这些设计彩蛋，让沉
睡的文物和国宝活起来。

“关爱版”更方便操作
为了扩大受众范围，根据老年人

使用手机的习惯，设计开发壬寅年网
上拜祖平台“关爱版”，在首页有醒目
的入口提醒老年人进入“关爱版”，在
“关爱版”中页面设计简洁、字号加
大，可一键拜祖，参与敬献花篮、净手
上香、祈福拜祖等仪程。

2.0版黄帝系列表情包上线
结合社会热点和地域特色设计，推出了

2.0版轩辕黄帝系列表情包一组，适用于社
交媒体中常见场景，通过在海内外社交媒体
中的高频次使用，达到宣传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有效传播黄河文化、黄帝文化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