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明媚，春光无限！昨
日上午，全球华人的代表又一
次聚首人文始祖的故乡，完成
了拜谒人文始祖的寻根之旅
——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圆满告成。

年年岁岁拜始祖，岁岁年
年味儿不同。礼花尚未散尽，
鼓点还在回荡，回望、盘点连
续四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蓦然之间，记者顿悟：大典的
内涵在发生“靓变”：拜祖大典
正逐步成为全球炎黄子孙公
认的盛大节日。

对人文始祖的礼赞
新郑市文物局副局长赵

舒琪的儿子与黄帝同月同日
生，但自从 2006年起，赵舒琪
连续四年无法给儿子过生日，
因为，她必须义无反顾地为拜
祖大典而忙碌。赵家与黄帝
故里景区只有一墙之隔，年幼
的儿子非常自豪：“黄帝的生
日就是我的节日！”

“黄帝的生日就是我的节
日！”诚然如此，“三月三，拜轩
辕”，这天，不仅是全新郑人的
节日，也是全郑州人的节日，
更是全省、全国、全球炎黄子
孙的盛大节日。从大典到节
日，从召唤到约定，发生这一
变化的深层动因
既是根对绿叶的
召唤，又是绿叶
对根的礼赞。

昨日的拜祖
现场，一个个精
彩 瞬 间 形 象 验
证 了 炎 黄 子 孙
对黄帝这个“文
化坐标”的顶礼
膜拜——

“打着旗帜
回家来”——这
是历届拜祖大典
从 未 有 过 的 一
幕，世界李氏宗
亲会、华夏姬姓
代表团、詹氏文
化经济协会、英
国南威尔斯华人
拜祖团、泰国中
华 总 商 会 代 表
团 等 海 内 外 嘉
宾 团 队 像 过 节
一样，穿着统一
服装，打着各式
各样的旗帜，高
高 兴 兴 回 家 拜
祖，其景其情，令
人动容；

“心香一炷
拜轩辕”——拜
祖大典仪式刚刚
结束，拜祖嘉宾
特别是海外华人
代表就奔向拜祖
台，行施拜礼，净
手上香，虔诚祈
福。出国定居30
多年的詹仕珍女
士作为英国南威
尔斯华人拜祖团
团长，此次率领
30位华侨代表前
来拜祖。她激动
地 说 ：“ 一 进 新
郑，满眼旗帜，满
耳锣鼓，回家的
感觉真好！”

“黄帝感染
了老外”——来
自 澳 大 利 亚
In2arts 艺术有限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菲利普·沃
勒说：“中国的历史有5000年，
澳大利亚只有 200多年，很遗
憾，像你们这样对远古祖先的
大型拜祭，在澳大利亚是不能
想象的。”

对传统文化的怀念
作为跻身于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拜祖大典，诚如著
名收藏家马未都所言：“祭拜
黄帝，收藏的是文化怀念。”

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的文
化可能要决定我们今后的命
运，我们的文化一定能给我们
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每一个参加拜祖大典的炎黄
儿女，都会感动于这深厚的文
化。百家姓广场的姓氏墙，收
藏的就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
的文化传承基因；在拜祖大典
的九项仪程中，无论是敬献花
篮还是施拜礼或者是净手上
香，无不闪耀着优秀传统文化
的光芒。

作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系列活动之一，黄河岸边上演
的第二届炎黄文化周也被注
入了更深刻的文化怀念：东北
二人转、四川变脸等华夏民俗

展，河南坠子、唢呐表演等民
间文艺展，朱仙镇木版年画、
宋绣等民间工艺展，这些有效
载体就是对传统文化怀念的
具体体现。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再过几天，二十
四节气中的清明节又将到来，
陕西黄陵祭祖也将隆重举
行。耐人寻味的是，清明节是
唯一一个节气与节日重叠的
日子。节气演变为节日，足以
表明了我们国家对自己节日
和文化的怀念。拜祖、祭祖、
清明，三点相连。从这个意义
上讲，大典升华为全民认同的
盛大节日，承载的正是文化怀
念和文化传承这样光荣而神
圣的使命。

用创新增辉盛典
永恒的主题，跳动的旋

律。如何高扬黄帝文化的旗
帜？省委书记徐光春在去年
的一份重要批示中要求：“要
固化、亮化、强化拜祖大典这
一品牌。”固化、量化、强化的
过程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创
新过程，创新之举让拜祖大典
这个盛大的节日有亮点、有看
点、有卖点——

素有“华语第一论坛”美
称的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今年首次
移师郑东新区国
际会展中心轩辕
堂。这不仅仅是
地点的变化，诚
如论坛主持人撒
贝宁的诗化开场
白所言：“在郑东
新区这样一个充
满 现 代 气 息 的
会议室里，伸手
去 触 摸 几 千 年
前 我 们 祖 先 的
气息和脉搏，这
种 隔 空 交 流 的
特 别 感 受 更 让
我 们 深 深 体 会
到 论 坛 的 魅 力
所在。”而以“信
心·创新·复兴”
为主题的论坛，
把 5000 年 前 黄
帝 坚 忍 不 拔 的
精 髓 与 当 前 战
胜金融危机、共
克 时 艰 的 时 代
要 求 紧 紧 连 在
一起。

电影《黄帝》
拍摄启动，节日
又添“盛宴”。就
在拜祖大典的前
一 天 ，电 影《黄
帝》启动仪式在
黄帝故里景区拜
祖广场举行。由
此，一个热情、坚
强、忠诚、睿智、
善良、勇敢的黄
帝，一个“活”起
来、“站”起来的
人文始祖将艺术
化地真正走进他
的十几亿后裔之
中。

沉睡了4000
多年的具茨山岩
刻符号在拜祖大
典之前“复活”并
成为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的话题，
成为这个节日里

最吸引眼球的美景。著名历
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惊
叹：“它填补了中原空白，意义
特别重大，它将会吸引越来越
多的中外人士到新郑参观。”
中央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
主任、副研究员龚田夫则独
辟蹊径，揭示了具茨山岩刻
符号与黄帝文化的“天然联
系”：“从具茨山岩刻符号形
态来看，在岩画遗址附近还
应该有祭坛崇拜，应该将其
看做一个整体的文化，做综
合性研究。”

回到拜祖大典现场，今
年的拜祖大典依然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年度记忆”：在进
行到“祈福中华”环节时，航
天英雄费俊龙、聂海胜以及
抗震救灾英模、奥运冠军等
18 位炎黄子孙的优秀代表，
在祈福树上悬挂起由个人签
名的祈福牌；各级领导分别
向来自世界五大洲的炎黄子
孙代表馈赠取自黄帝故里圣
火台的火种，寓意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精神之火从黄帝
故里传播到世界各地，把拜
祖大典推向高潮，进而也把
这次全球炎黄子孙的盛大节
日推向了高潮。

居安思危就会临危不惧
——访郑州丹尼斯百货总经理蔡英德

本报记者 侯爱敏 实习生 宁甜 文 李利强 图

与不少企业谈危机色变不同，丹尼斯
百货总经理蔡英德对待危机的口气有些
轻描淡写。他说，丹尼斯平时就奉行居安
思危的生存哲学，所以当危机真的到来

时，我们可以做到临危不惧。
昨日的签约仪式上，丹尼斯签下了

在新郑投资 1 亿元建设占地 140 亩大卖
场的项目。蔡英德说，危机不仅不会影
响到丹尼斯的发展速度，而且，今明两
年，还将是丹尼斯投资最多的两年。今
年丹尼斯将开 8家大卖场，位于二七路的
梦幻广场以及东区的步行街项目也将同
步建设，平顶山的百货项目也将于今年
动工，丹尼斯今年计划用于发展的投资
额为 17亿元。

蔡英德说，虽然金融危机对丹尼斯
的经营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我们仍然
认为，企业经历诸如金融危机这样的考
验不是坏事，如果想做百年老店，就一
定要经历风雨，在历练中积累经验，更
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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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之

本报讯（记者 成燕 侯爱敏 党贺喜
通讯员 王建军）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不仅为全球华人营造了精神家园，也
为经贸活动搭建了宽广平台。当天，中
央储备粮油河南公司、美国西亚斯集团
等单位与新郑市签约 18个项目，总投资
额 91.5亿元人民币。加上此前陆续签约
的项目，新郑市在拜祖大典活动期间，累
计签订投资项目 56 个，合同金额达到
116.3亿元。

当天在郑州签约的 12 个项目分别
为：中央储备粮河南公司拟投资 10亿元
建设年加工100万吨大豆油生产项目；福
建鑫盛煤业有限公司拟投资 3.5 亿元建
设年产 80万吨精煤项目；北京三吉利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 30 亿元建设 2×
30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福建利永包装
有限公司拟投资 3 亿元建设年产 500 万
套彩印包装项目；美国西亚斯集团拟投
资 1.3 亿元建设西亚斯学院欧洲花园项

目；中原华信商贸集团拟投资 7.5亿元建
设郑州华信学院新本科部工程；河南锐
泰实业有限公司拟投资 3.81亿元在龙湖
镇建设 1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项目；北
京瑞泰耐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5 亿元建设耐火材料项目；郑州丹尼斯
百货有限公司拟投资 1 亿元在新郑市
建设商贸项目；河南贰千家汽车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拟投资 2.4 亿元建设汽车后
市场物流园项目；河南郑新铁路有限公

司拟投资 3 亿元建设辛店煤炭铁路中转
站项目；商丘市睢阳区国基庄园拟投资3
亿元建设国基庄园休闲娱乐项目。

此次新郑市所签56个投资项目具有
三大特点：一是项目投资规模大，亿元以
上项目就有22个；二是产业结构合理，56
个签约项目投资分别涉及房地产开发、
纺织、商贸物流、煤炭、电力能源等行业
领域；三是签约项目质量高，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

加快进驻
郑州步伐

——访香港铜锣湾广场连锁
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李济华

本报记者 侯爱敏 覃岩峰 实习生 宁甜

虽然不是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但香港铜
锣湾广场连锁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李济华
今年的郑州之行还是显得格外迫切。用她的话
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企业纷纷将目光瞄
向受冲击较小的内地，各企业都缩减开支、筹措
资金，加快对二、三线城市的投资，此次既是寻
根拜祖，也是进一步考察市场，加快来郑投资的
速度。

目前，李济华已经在开封、洛阳等地有项目
落地，洛阳的项目即将竣工，包括商业地产及百
货。在考察了郑州的商业后，她认为，相对于郑
州的城市规模和人口总量，百货类项目相对偏
少，仍有较大的投资空间。据她介绍，她的公司
正与郑州某区洽谈旧城改造项目，目前一切进
展顺利。

此次来郑，李济华还组织了一个来自港澳
台的 20人拜祖团，团员均为地产公司的老总，
借拜祖之机，来河南寻找投资商机。李济华说，
与沿海城市比，河南受危机影响较小，再加上河
南独有的区位及市场优势，让这里成为一个颇
受投资者关注的地区。李济华表示，河南的投
资环境越来越好，自己对中原的崛起也越来越
有信心。拜祖大典是一次心灵洗礼，更是考察
商机的大好时机，她会当好桥梁和纽带，影响和
介绍更多的香港企业到河南、来郑州投资兴业。

架起郑州台北间的绿色通道
——访台湾观光领队协会理事长萧志洋

本报记者 成燕 文 李利强 图

“我正在与华航、华信、复兴等航
空公司协商，预计 7月台北至郑州的
常态直航航班将会开通，初定每周航
班将达三四次，届时将大大降低河南
人游台湾的成本。”昨日下午，在郑州
市市情说明暨项目推介会现场，记者

采访了专程前来参加拜祖大典的台
湾观光领队协会理事长萧志洋。

温文尔雅的萧志洋先生是个“中
原通”，身为台湾观光领队协会理事
长及台湾志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的他，非常热爱中原文化，十
年来，他几乎跑遍了我省大小景区，
每年为我省带来数千名台湾游客，可
谓架起了豫台旅游的桥梁。

采访中，萧志洋对记者谈到最
多的便是如何开发台湾游市场。他
真诚地说：“古都郑州文化厚重，辐
射能力很强，对于台湾旅游业来说，
郑州地区是个巨大的市场。台湾民
众对出游河南很有热情。当前最重
要的事情就是尽快开通郑州至台北
的直航航线，一方面让河南人经济
快捷地游览宝岛，另一方面也让台
湾游客走进郑州，感受这里的无限
魅力。”

郑州的区位优势吸引我们
——访中央储备粮河南公司总经理陈华社

本报记者 侯爱敏 实习生 宁甜 文 李利强 图

昨日的市情推介暨签约仪式上，
陈华社现场与新郑市和庄镇人民政
府签订了大豆油加工生产项目，该项
目总投资10亿元，年加工能力100万

吨。签约仪式后，陈华社告诉记者，
是郑州区位优势的吸引，使他们决定
将项目落户这里。

陈华社说，总部在油脂项目的投
资上计划了“5＋1”的全国布局，5个
项目布局沿海，1个项目布局内地，郑
州成为内地城市的最终胜出者，得益
于她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立
足郑州，产品可以辐射山西、陕西、湖
北、四川等地，而且河南是食品加工
业大省、人口大省，也是油脂消费大
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据陈华社介绍，该项目占地 300
亩，将于今年下半年动工建设，预计
2010年下半年投产。项目前期主要做
大豆油，随后还会做花生油。陈华社
说，河南盛产花生，有原材料的优势，河
南人也喜欢花生油，具备市场需求。

把寻根拜祖游推向国际市场
——访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副总裁顾汉兴

本报记者 成燕 文 李利强 图

“去年奥运期间，我们把嵩山少林、黄
河风景名胜区等景点纳入奥运精品旅游
线路，向海内外运动员和嘉宾推荐。今
年，我们将借助海外的12个办事处把郑州
寻根拜祖游推向国际市场。”昨日下午，接
受记者采访时，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副总

裁顾汉兴说。
来新郑拜祖，顾汉兴是带着“任务”来

的，这个任务就是如何将郑州寻根拜祖游
等精品线路推向国际市场。从去年初开
始，郑州市旅游局与中国国旅总社开始了
多项深度市场开发合作。近期，中国国际
旅行社总社高层多次来郑州实地考察，他
们被博大精深的少林功夫、禅宗文化和
佛、道、儒共存共融的和谐文化所震撼，被
厚重的寻根文化所吸引，陆续为郑州设计
了多条针对海内外市场的特色线路。

谈起寻根拜祖游，顾汉兴信心满怀地
告诉记者：“连续四年高规格举办的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已形成强大的旅游品牌效
应，郑州寻根拜祖游在海外旅游市场潜力
很大，我们国旅总社已将郑州嵩山少林、
黄帝故里、黄河风景名胜区等线路作为重
点向国际市场宣传推介。相信郑州寻根
拜祖游这一强势文化旅游品牌将会吸引
更多海内外游客。”

在郑州市市情说明暨项目推介会上，12个项目当场签约。

本报记者 李利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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