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拜祖大典确定的主题，得到海内
外各界人士的普遍认同。加拿大河南同
乡会会长曹俊生先生说：“全球华人一家
亲，炎黄子孙不忘祖根。和谐，是黄帝文
化精神的体现，也是我们炎黄子孙不懈的
追求，我们祝愿中原乃至祖国的神州大地
更加兴旺发达，更加文明与和谐。”

华夏万姓，同宗同源；慎终追远，不
忘祖根。拜祖大典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
的积极响应，前来现场参加拜祭活动的
海外华人华侨、华裔华商代表及港澳台
同胞逾 2000人。很多海外华人感到“很
高兴、很自豪”。

“我感觉整个拜祭过程很虔诚，我们

都怀着对祖先的敬仰之情，确实是发自
内心的。”全美华人协会主席、美国乔治
亚州亚太事务办公室主任李秀兰女士告
诉记者，“我们华人的传统就是出家不离
家，出国不忘国。不管我们身在何方，都
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不能忘记自己的
祖根。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为民族喝彩 为神州祈福
——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侧记

本报记者 陈思汪辉党贺喜武建玲覃岩峰张冯焱 陈凯 文 宋晔陈靖许大桥汪静文 图

市领导会见
拜祖嘉宾代表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实习生 郝
萌）昨日，参加完拜祖大典之后，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丁世显，副市长刘东
在裕达国贸会见了前来参加拜祖大典
的北京奥运会冠军代表杨威、张湘祥、
孟关良及航天英雄费俊龙、聂海胜。

丁世显表示，拜祖大典进一步弘
扬了中华文化，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
豪感、自尊心。如今的拜祖大典，已成
为加强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合作的最
佳平台，同时，在推动世界文化交流中
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两岸交流和合作，
促进祖国统一，使海峡两岸都认识到
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是黄帝，中华文
化的共同故乡在中原。

市领导向奥运冠军、航天英雄们
光临郑州表示感谢，并向他们介绍了
郑州情况，希望他们有机会再来郑州
做客。

网络媒体大比拼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网络

媒体也成为重大采访活动中一支不可
低估的“新军”。昨日，拜祖大典活动
现场，来自全国各大门户网站的网络
媒体，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大战”。

拜祖大典活动现场有一栋特殊
的“玻璃房子”，“玻璃墙壁”的下端标
明的是各大门户网站的 LOGO。玻
璃房子内，摆放一圈的桌子上，放满了
形状大小各不同的笔记本电脑，每台
笔记本电脑上都贴有各大门户网站的
LOGO，电脑后面均端坐一人——有
的冥思苦想，有的喜形于色，有的聚精
会神。不一样的神情，记录了每一个
参与网媒大战“战士”不一样的心情；
笔记本不断闪烁的网卡指示灯，则记
录了一条条咨讯的传输。没有电视媒
体和平面媒体为抢占拍摄机位而无法
避免的身体接触，网媒大战用一种近
乎“无声”的方式，记录着整个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的盛大与庄严。

本报记者 陈凯

小记者对话名导
专访拜祖大典总导演吴楠，对话

市长赵建才……昨日的拜祖大典上，
忙忙碌碌的各大媒体新闻记者是一道
别致的风景，而本报的 8名小记者则
为这道风景增添了靓丽的一笔。

拜祖大典仪式刚结束，来自新郑
市实验小学的冯好天就“逮住”了采访
对象——大典总导演吴楠。看到冯好
天胸前佩戴的大大的记者证，手里攥
着的录音笔，吴楠愉快地接受了采访。

“请问吴楠导演，今年的拜祖大
典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呢？”冯好天的第
一个问题还挺专业，得到了满意的答
复后，他直接问了第二个问题，“明年
您还导演拜祖大典吗？”面对小记者

“刁钻”的提问，吴楠一时不知该如何
回答。在冯好天采访的同时，其他小
记者有的在一旁记录，有的在摄影，在
来来往往的嘉宾们看来，真是一个分
工明确、高效率的专业团队。

本报记者 覃岩峰

网上拜祖掀热潮
昨日，拜祖大典活动开始后，大

典官方网站上也掀起了网上拜祖的
热潮。

网上拜祖分为“我要上香”和“我
要献花”两种形式。网友可以选择任
意一种形式把自己的祝愿和心声写在
留言板上。

网友“炎黄子孙”写道：“全球华
人同根同祖，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祖
国统一顺应民心，中华腾飞势在必
得。”在祝福祖国的同时，很多网友通
过网上拜祖，祈福亲人朋友健康幸
福、工作顺利。 本报记者 王璇

一身大红的唐装，排
着整齐的方队，手举河南省
客家联谊会的旗子，在嘉宾
的队伍当中，由客家人组成
的拜祖团十分显眼。

常务副会长陈可坚从
泰国来，他说，客家人根在
中原，经过历史上的五次大
迁移，现在散落在世界各
地，不管离得多么远，一句
客家话，就能把客家人的心
紧紧地连在一起。现在，全
世界有 1.2 亿客家人，80 多
个国家都有客家社团。“客

家人身在异地，却每天都在
寻找自己的根，今天，我们
找到了！这里是我们永远
的家！”陈可坚动情地说，

“我们在海外艰苦奋斗，没
有一天不思念着祖国，今
天，看到强大的祖国正在走
向繁荣，人民正在享受着和
谐美满的生活，我们感到自
己的付出，值了！”

千 言 万 语 凝 成 一 句
话：“中华情。”客家人把这
三个字绣在唐装上，更刻
在了心里。

嘉宾争购纪念封
为纪念拜祖盛典，市邮政局特别

发行《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纪念
封。市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纪念
封吸引了许多拜祖宾客，短短两个小
时，2000枚纪念封就销售一空。

该纪念封全套 1枚，贴个性化邮
票。个性化邮票主图为“和谐”，附图
为“轩辕黄帝”像，纪念封融合了黄帝
故里祠、轩辕黄帝像、黄帝宝鼎等黄帝
故里的代表性元素。邮政部门昨日举
办的首发活动，吸引了海内外拜祖嘉
宾和游客争相抢购。

本报记者 孙志刚

在昨日的拜祖大典
活动中，800 多名塔沟武
校学员在炎黄广场表演
的武术团体操成为鲜亮
的一笔。他们展示的少
林武术18般武艺，刀、剑、
棍、鞭，令人目不暇接，啧
啧赞叹。由 20 名幼儿表
演的少林童子功，更是锦
上添花。

武术表演中，最小的
孩子才 6 岁，叫杨帅琦。

教练介绍说，别看帅琦年
龄小，但已经是参加过
2009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
联欢晚会的“老将”了。

虎头虎脑的杨帅琦
和他的伙伴们上身只穿
一件肚兜，表演时在水泥
地面上来回翻滚腾跃，记
者问：“帅琦，冷不冷？”

“不冷，”杨帅琦大声说，
“我一定能表演好，让大
家看看少林功夫。”

惠风和畅，鲜花吐艳。昨日，以“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的己
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郑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两万余名各界人士共拜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为炎黄子孙祈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祈福。

昨日上午 8 时许，在新
郑 8公里的迎亲线路上，红
黄彩旗间隔飘扬，引领着
两万多名海内外寻根拜祖
的亲人踏上回家的路。迎
亲楼前，40 名小学生热情
地向领导和嘉宾献花。在
具有 3600 年历史的郑韩故
城城墙下，新郑市委书记
致欢迎辞，新郑市市长向
参加拜祖的尊贵嘉宾赠送
城市钥匙。

车队缓行至城区时，
400 米的道路两侧，成了欢
乐的海洋，200 架“雄狮”伴
随着热情奔放的威风锣鼓

欢腾跳跃，争相献技，周边
的市民也纷纷向嘉宾招手
致意，迎接海内外炎黄子孙
前来寻根拜祖。

在新郑市的人民路、轩
辕路、新建路、西环路，辛勤
工作的民警、清洁工，为大
典活动默默地奉献着。现
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天，新郑教体系统1500名
职工和学生代表在市中心
人民路两侧，欢迎远道而来
的四海宾朋。虽然没有到
黄帝故里现场观看盛大的
拜祖大典，但他们为能迎接
亲人而自豪。

昨日的百家姓广场，成
为红色的海洋，欢乐的海洋。

600面正红色姓氏旗威
风猎猎，600 个红色盘鼓鼓
乐喧天，广场周围 300 面明
黄色姓氏幡则为这红色的
海洋“镶”上了尊贵的“金
边”。整个广场，远看是方
阵，近看一条线，随着一声
声号令，旗阵鼓阵，静中有
动，变换有序，充满着热情
之舞，热烈之感，震撼之
美。鼓阵中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位于广场北出口的
两只“巨无霸”鼓，直径达

1.3 米，巍然安坐于轮子之
上。来自开封的4位鼓手早
上6点钟就拉着“巨无霸”鼓
进场表演，迎接亲人，他们
累并快乐着！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前来拜祖的领导和嘉宾是
由广场南侧下车，徒步登上
广场鼎坛再穿越广场进入
故里景区。9：28，领导和嘉
宾出现在百家姓广场时，旗
阵和鼓阵表演达到高潮，故
里人民的热情，让领导和嘉
宾近距离触摸到回家的美
好感觉。

作为 18 位炎黄子孙优
秀代表之一，台湾世界文化
总会主席范光陵将祈福牌
挂在祈福树上，为民族祈
福、为中华喝彩。大典结束
后，范光陵仍然难抑激动的
心情，恭恭敬敬对着黄帝像
三叩首。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
未改鬓毛衰。”60 年前，范光
陵离开大陆到台湾。多年
来，为推动两岸交流，范光陵
作出不少努力。1988 年，他
曾召集台湾百余民间团体访

问大陆。此次是他首次参加
拜祖大典，又适逢他离开大
陆 60年，范光陵的心情特别
不一样。他说，举行这么盛
大的活动，纪念人文始祖，有
利于凝聚民族信心，让人十
分振奋。他还展示了自己创
作的一首诗表达心情：“中华
五千年，黄帝位居先；分久六
十载，两岸本同源。”大典现
场，他拍了不少照片。他说，
自己正在筹划出一部书，书
名叫《回家》，此次回来拜祖
的有关活动也将会收进去。

金灿灿的祈福树威武雄壮，雄赳赳的民
族英雄气宇轩昂。“神舟”飞船航天英雄费俊
龙、聂海胜，抗震救灾英模李隆，抗冰雪灾害
英雄宋志勇，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王百姓，汶川
抗震救灾英模赵秀玲，奥运冠军杨威、张湘
祥、孟关良、高敏等18位炎黄子孙的骄傲，拿
着红色的祈福牌，走近祈福树，把祈福牌郑重
地一一挂在祈福树上。这一刻，他们中的每
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这些祈福牌上书写的是这些英雄模范们对伟
大祖国母亲的祝福，这些祈福牌承载的是这
些英雄模范们的希望。

悬挂完祈福牌，18位英雄模范走向拜祖
台，此时，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誊写的
拜祖文长卷正在拜祖台上缓缓展开。拜祖文
长卷字体隽秀，书写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源
远流长的历史，书写出了当代社会的盛世和
谐。18 位英雄模范们拿起中国印这一最具
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载体，将刻有自己名字
的中国印，印在拜祖文长卷上，完成了一个中
华儿女书写历史的闪光历程。

祝福在祈福树上承载希望，而他们的英
名则伴随着拜祖文长卷长久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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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祖大典主题 嘉宾普遍认同

航天英雄抗震英模祝福祖国

回家的感觉真好“中华情”绣在唐装上

最小武术表演者才6岁

两万亲人踏上回家路

百家姓广场成欢乐海洋

“神七”航天员聂海胜在拜祖文书上盖印章。

深圳的双胞胎兄弟前来拜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