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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亚文）4
月 10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安伟会见广东省工商联副主
席、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等
来郑参加甲辰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的企业家代表，畅谈合
作、共谋发展。

安伟代表市委、市政府欢
迎各位企业家的到来，并简要
介绍了郑州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说，郑州是九大国家中
心城市之一，综合枢纽优势突

出、功能性口岸齐备、产业形
态丰富、市场腹地广阔，城市
发展活力十足。当前，郑州正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全面
落实中央决策、省委要求，大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电子
信息、新能源汽车、现代食品、
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核心竞
争力，加快培育人工智能、量
子信息等未来产业，以一流营
商环境、政务服务加快打造

“投资郑州”品牌，不断壮大市
场主体，经济社会跑出了高质
量发展加速度。企业家是创
造财富、缔造幸福生活的重要
力量，希望大家把握城市转
型、产业升级机遇，发挥各自
优势、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
作能级，为郑州带来更多大项
目、好项目。郑州将依托智能
体城市平台和“数字政府”建
设，进一步完善尊商、安商、护
商、惠商政策机制，为企业在

郑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全要素保障，不断开创政企合
作共赢新局面。

张传卫等感谢河南、郑州
的支持帮助，并分别介绍了企
业在豫在郑发展情况和未来
谋划。他们表示，郑州产业基
础扎实、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政务服务高效务实，企业发展
规划和城市发展目标契合度
高，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期
待。下一步将深度融入郑州

未来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在
郑投资力度，积极布局战略
性、前瞻性项目，推进既有项
目投用达产，加强新项目对接
落地，为郑州转型发展、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三诺集团董事长刘志雄，
中产集团董事长朱阳，中管
世纪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文辉，依文集团董
事长夏华，市领导陈宏伟参
加会见。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文
徐宗福/图）今天（4月 11日），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如
约而至。全新升级的黄帝故
里园区内，26幅精心雕刻的连
廊浮雕正式亮相在全球华夏
儿女面前。一幅幅讲述黄帝
生平故事、伟大功绩的浮雕作
品气势恢宏，带观众犹如穿越
五千年时空，感受充满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的中华文明。记者昨
日再次采访连廊浮雕主创团
队，为观众解读精美浮雕作品
背后的深刻内涵。

“黄帝时代的鼎是什么样
子？考古学可以提供重要证
据，与三代以来的青铜鼎有一
定不同。”“黄帝问道于大隗故
事，从其中人物、数字、叙事的
本意来看，不亚于寓言《道德
经》。”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
发举例说明。而26幅作品中，
大到一件武器、小到一处服饰
细节，以及黄帝故事的选取，都
要经过专家团队反复地讨论、
修改和完善。除了其他学科知
识，很多方面由于历史久远，不
少需要用考古学知识支撑作品

尽可能体现黄帝时代的特点。
顾万发介绍，这些代表着

黄帝生平与功绩的作品，体现
着时代思想，注重严密的叙事
逻辑，不仅具有传统文化特
色，还与基于黄帝文明传承至
今的现代文明相融合。基于
历史真实的素地，彰显了中华
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选取的
过程也是历经‘千锤百炼’，可
以说，这 26 幅作品是创作者
带着虔诚、慎终追远的心情甚
至是民族的使命感来创作的，
倾注了很多人的心血，是对黄
帝生平、功绩的集中代表性呈
现，其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富
有纪念碑性！”

记者了解到，26幅浮雕作
品与轩辕殿里的黄帝像一样，
采用汉白玉雕刻，由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刘红立和他的
团队精心创作。刘红立介绍，
在创作过程中，团队经历了设
计初稿、平面转立体、制作泥
塑模型、初塑、精雕等多个工
序环节，前后参与的工作人员
有近300人之众。

4月10日下午，以“黄帝文
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使
命”为主题的第十七届黄帝文
化论坛圆满完成各项仪程后，
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落下
帷幕。6位专家学者聚焦“黄
帝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
使命”论坛主题，紧扣时代主
线、传承文化根脉，为大家带来
了一场饕餮的文化盛宴和一次
心灵的涤荡之旅，让黄帝文化
焕发更加耀眼的光芒。
延续黄帝文化是使命与担当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
院教授杨朝明以《传统文化传
承弘扬中的儒学精义》为题，
开启了第十七届黄帝文化论
坛全天的精彩。杨朝明表示，
从黄帝到夏商周三代，上古时
期历史文化哺育孕育涵养了
中国儒学，探讨传统文化传承
弘扬中的儒学精义，实际上就
是探寻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
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文明硕果，
是对人文始祖黄帝最好的纪
念。半部论语治天下，杨朝明
表示，孔子学说的特点就是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只有
读懂孔子学说，才能真正了解
中华文化之博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

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认为，当
下，我们所肩负的时代使命，
就是延续黄帝文化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宫长为说，在文化
建设中，把以黄帝文化为代表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
式现代化相结合创新发展，就
是这个时代的担当。
在人文与科学中观华夏文明

著名作曲家关峡在现代
交响乐创作中学习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民歌民
乐、戏曲音乐等丰富宝藏，在
此基础上守正创新，从民族民
间音乐中改编、编曲，讲好中
国故事。关峡说，这些作品在
欧美演出后，受到了许多国外
友人的好评，也让他们进一步
了解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感受
中华民族对和平的渴望。

“黄帝文化精神内涵是和
谐、共生，在建筑学中，体现在
一个城市历史积淀过程中形
成的个性特征，这便是城市建
筑风貌。”在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何镜
堂看来，这种风貌是在地域、
文化、时代的相互作用中形
成的，并用翔实的文化遗产案
例证实了“要继承优秀地方传
统文化，提炼地域独有的文化

特征，又要着眼现代先进文
化，创造地研究和发展本土文
化，还要注意吸收融汇世界文
化的优秀遗产，在共性中突出
地方个性”这一观点。
以中华文化之“根”
涵养华夏人文之“叶”

华东师范大学东方哲学研
究院创始院长王寅认为，作为
一个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东
方大国，我们的祖先早就形成
了一套对宇宙、对天地，包括对
人怎么活于天地之间的哲学体
系，而这一切的定律与法则都
隐藏在《黄帝内经》里面。

中国政法大学思政研究
所副教授郭继承表示，中华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
柱。她养育了中国人几千年，
早已内化成不断开拓进取、披
荆斩棘的智慧之源。“中华文
化要扎根人民，要正视人性、
引导人心，才能增强人们的智
慧、境界、格局、德行。”郭继承
认为，要用中华文化最精彩的
智慧不断涵养这个社会，这要
成为我们的一种社会自觉，从
而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记者 董艳竹 张立 杨宜锦
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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