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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
心”。2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在“诗王”
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诞辰 1251周年之
际，新郑市在城关乡东郭寺村白居易故里
园举行白居易诞辰典礼。来自各地的数
百名嘉宾相聚在一起，共同诵读传统经
典、感受礼乐教化，以最雅正的形式纪念
白居易的诞辰，传承中华文化，开蒙做人
之道。

此次纪念活动以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的形式呈现，当天线下活动共分为“故里
迎宾”“缅怀诗王”“礼乐传承”三个篇章。

活动伊始，新郑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淑慧为此次纪念白居易诞辰 1251周
年典礼致欢迎词。伴随 12响声震云天
的电子礼炮，肃穆庄严的鼓乐声响起，嘉
宾们依次敬献花篮、敬献高香、敬献美
酒、共拜诗王，新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冯煜恭读《颂白居易文》，深表缅怀之情。

诗舞言志，传承经典。在第三篇章，
最先开始的是随乐而起的舞蹈《时代的追
忆》，古韵悠扬的诗朗诵《归乡》、颂诗起舞
《中华舞韵诗乐》等集诗词文化与艺术于
一体的文化节目，充分展示着诗歌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独特魅力，不断将现场氛围推
向高潮。在随后的启智仪式中，孩子们吟
诵白居易经典古诗，行感恩礼，点红痣启

智慧，谨听长者训蒙，击鼓明志，在一系列
传统又具地方特色的仪式中感受礼乐教
化，开蒙做人之道，汲取前进力量。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郑州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新
郑市人民政府、河南诗词学会、郑州市作
家协会、郑州诗词学会主办，中共新郑市
委宣传部、新郑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
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新郑市教育
局、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新郑市融媒
体中心、中共新郑市城关乡委员会、新郑
市城关乡人民政府承办。

活动当天，新郑市城关乡以纪念白居
易诞辰 1251周年典礼为契机，特邀河南
省青年书法家协会、河南省古代音乐文化
研究会、河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等 11家
协会、高校、艺术院团，举办文化传承与发
展战略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签订居易故
里文化战略合作意向书，加强文化交流合
作，为进一步塑造白居易诗歌文化品牌注
入新活力，开辟新路径。未来，城关乡也
将以“白居易诗歌”为媒，大力开发文旅融
合新业态，持续擦亮“白居易故里”金名
片，为新郑建设黄帝文化历史名城贡献独
特的文化力量。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常春杨 文/图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之下，
乡村是乡镇的活力和希望所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辛店镇
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坚持
文化为魂，田园为体，旅游为形，推
出了以北靳楼的“美丽桃源”、王庄
的“学农基地”、史庄的“三产融合”、

人和寨的“传统民居”、孙河民俗村、
“崇义古寨”“大汉窑欢乐田园”“白
居易文化园”等主题鲜明、各具特色
的“一村一品”诗情乡村游，成为近
郊游的网红景点，释放了乡村振兴
新动能，为辛店古镇增添了无限的
生机和活力。

诗情乡村 多彩辛店
辛店镇在中国古镇文旅发展交流会上推介农文旅融合产业、文创产品等

2月5日，辛店镇应邀参加在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高都古镇举行的
“古镇之间”中国古镇文旅发展交流会。交流会上，辛店镇相关负责人
对该镇农文旅融合产业、文创产品和土特产进行了大力推介。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由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晋城市委网信
办、泽州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旨在通过古镇之间的相互交流链接，形
成联盟效应，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助力古
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辛店镇作为一个千年古镇在分享交流会上做了以“诗情乡村 多彩
辛店”为主题的分享交流。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共诵经典 传承文化 擦亮名片

新郑市举办纪念白居易
诞辰1251周年活动

辛店镇地处郑州市的南大门，历史
悠久，文化灿烂，汉唐时代称临洧之乡，
元代称张殷店，清代改名为辛店。

这里有一座圣山具茨山，是中华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带领有熊部落屯兵驯
兽、建都之地。这里有一处仰韶文化遗
址，涵盖龙山文化、新砦期文化、夏商文

化以及夏商城址，历史跨度长达4000多
年，命名为人和寨遗址。这里有两条名
河，一条是上古名水沂水河、另一条是诞
生了诗经郑风名篇“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的洧水河。这里有众多历史遗迹，黄帝
饮马泉、轩辕庙、嫘祖宫、自然山寺、岩画
等遗迹在青山绿水间星罗棋布。

古迹形胜山水中

辛店出名人，文风鼎盛。白居易、
欧阳修、许衡等历史名人都与辛店有着
深厚渊源。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祖父祖母葬
于辛店，元代时其后裔寻根新郑、落户
辛店，如今这里有乐天祠、白居易文化
园。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去世后被宋

神宗赐葬于辛店，后来这里成为欧阳
修的家族墓地。元代理学家、教育
家、政治家许衡出生于辛店阳缓里，
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光。文脉传
精神，白居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
独善其身”等思想在辛店启智润心，薪
火相传。

古韵传承显厚重

古风新唱乡村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