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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新郑市，作为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故里，
在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拜祖大典后，又将迎
来第五届举办盛典的日子。

自2006年，黄帝拜祖大典升格为省级后，
新郑市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和突破口。
2008 年又成立了“河南省黄帝故里建设基金
会”，这是全省第二个公募型民间基金会，渴求
以此给黄帝故里注入新鲜“血液”。并在2009
年开始试水“商业化”运作模式，商业化运作这
一模式使新郑市尝到了甜头。在2010年即将
举办的黄帝拜祖大典中，此模式再次被植入。

如今，因黄帝拜祖大典的热起，新郑市也掀
起了前所未有的寻根拜祖热，旅游观光热，投资
创业热。这给新郑市带来了人气、景气、牌气、
财气，新郑市也正在孕育着新一轮的嬗变。

拜祖大典的华丽转身

初春的阳光洒在郑韩古城墙上，微风轻拂
嫩绿的青草透着泥土的芳香扑面而来。轩辕
黄帝宫前苍松翠柏，旗幡招展，拜祖广场上休
闲的人们三五成群，在享受着阳光的温暖。广
场正前方的黄帝塑像庄严伟岸，华美肃穆。

在这片写满了传奇故事的土地上，千年来
一直演绎着神奇的佳话。

每年的农历三月三，这里都举行盛大的拜祖
仪式。从郑子产拜谒黄帝开始，迄今已逾2000年。

自 1992 年开始，新郑市每年在农历三月
初三都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费用全部
由财政承担。在成功举办十几届后，2005年拜
祖大典升格为郑州市政府主办。也就是在这
一年的拜祖大典之后，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干部刘文学，给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写了
一封信，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制订计划，打
造以黄帝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旅游品牌。

此前一年的 12月，徐光春刚到河南履任。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文化产业的一个很好抓
手，随即对这一建议作出批示：“要把黄帝文化
做大做强，把黄帝文化开发工程作为浩大的民
族凝聚力工程抓好。”并邀请一流策划专家，做
一流发展规划。

那一年的9月14日，徐光春亲赴新郑市考
察，再次表达开发好黄帝故里的愿望，并希望
把这一开发作为河南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
强省转变的突破口。

在高层的支持和要求下，新郑方面迅速行
动。2005年9月底，新郑市旅游局向全球遍撒英
雄帖——《黄帝故里百万重金诚邀策划家》，并提
出“通过3年至5年的努力，把黄帝故里新郑打造
成亿万炎黄子孙寻根拜祖的民族圣地、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中原地区的热点旅游城市”目标。

2005年11月16日，河南省委批复“丙戌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河南省政协主办，郑州
市和新郑市两级政府承办。

大典催促着游子回乡的脚步，黄丝巾萦绕着
游子思乡的心。丙戌年、丁亥年、戊子年、己丑年
连续四届拜祖大典的成功举办，在海内外引起强
烈反响。诸多华人华侨团体盛赞这是“海内外敬
宗拜祖的时代典范，是历年国内所有拜祖活动中
最精彩、最震撼、最成功的世纪经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续4年的拜祖大典，相
继迎来了海峡那边多位党首。他们在拜祖大典历
史上，书写下了“两岸同心”浓墨重彩的一笔。

拜祖大典由最初的新郑市主办，到如今的
省政协主办。规格和档次，规模和品位不断提
升，拜祖大典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拜祖大典探寻“商业化运作”

伴随着每年拜祖大典的成功举办，政府在
这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仅每年的费用就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如何在减轻政府财政支出的
情况下，又能把大典办得与百姓更亲近、更精
彩呢？当政者提出了走“商业化运作”的模式。

2008年，在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
的大力推动下，由一批热衷于黄帝文化研究及黄
帝故里开发的海内外有志之士发起，经河南省民
政厅批准，成立了“河南省黄帝故里建设基金
会”。这是全省第二个公募型民间基金会，通过
近两年多时间运作，已募集资金400多万元。

在基金会成立的第二年，已开始试水进行
“商业化运作”。当年的拜祖大典，变以往单一
依靠政府财政的做法，充分发挥起了黄帝故里
建设基金会的投融资作用，尝试市场化运作，
吸纳民间资本全程参与。建立起了全程合作
伙伴，开辟了黄帝故里纪念林、树立捐款人功
德碑，用以吸引海内外资金。而且还推出了黄
河风景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等在内的寻根拜
祖旅游线路，在故里景区增加拜祖民俗表演或
实景演出等。

与此同时，当年不仅拿出大典议程中的 3
只花篮、4炷香进行市场化运作，而且当天晚上
还在黄帝故里景区举办的《黄帝颂》音乐盛典
中的 9炷香全部面向海内外进行市场化运作。
拜祖议程中花篮和上香名额的底价均为每个
(炷)100万元。而音乐盛典中的9炷香，第一炷
70万元，其余每炷 50万元。这样计算，仅上香
和敬献花篮可运作的资金就达1170万元。

另外，郑州市和部分市政资源也面向企业
招商，市内全部的主干道和 80%的次干道所有
灯杆广告都参与市场化运作，为省内外企业提
供独特的拜祖大典市场营销平台。方案刚一
公开，就有7条繁华路段的广告位被人买走。

当年举办的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仅此一项
政府就需要花费600万元。而通过市场化运作
后，新郑市政府仅花费了100多万元，这让政府
尝到了商业化运作的甜头。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了解到，2010年的拜祖
大典，这种“商业化运作”模式再次被植入其
中。在一份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招商手

册》中，记者看到各项商业化合作项目多
达数十项，涉及金额高达2000万元。

记者在调查采访时，有关人士对此
表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这一文化品牌内涵丰富，品
位价值高，仅靠政府运作，还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宣传推介滞后、活动规格低、规模
小、档次不高等问题。市场化运作方式的
启动，不仅能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还能给
百姓更多亲近大典的机会，将使拜祖大典
办得更加出色、更加精彩。

河南省政协主席、庚寅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河南省组委会主任王全书则对此认
为，必须在坚持党政主导的前提下，加大市
场化运作力度，唯其如此，拜祖大典活动才
会有不竭的动力。

如今，一年一度的拜祖大典将逐步远
离公共财政，进入政府主导、市场助推的
发展轨道。

拜祖大典撬动“寻根经济”

这几年，新郑掀起了寻根拜祖热潮，
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纷纷前来寻根拜祖、投资
兴业。

2006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规模升格。当
年4月，新郑市共接待游客110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 5000多万元。其中黄帝故里景区接
待游客75万人次，直接经营收入60多万元，分
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倍和15倍。

去年，拜祖大典引起了近百家境内外媒体
的关注。为让更多无法到现场的全球炎黄儿
女也能实现拜祖心愿，新郑还第一次接受全球
华人网上拜祖，大河网、人民网、新浪网等国内
知名网站为此开通了专题网页，90多家网站在
首页显著位置作了链接。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已经连续 6
年到新郑市黄帝故里拜祖敬宗。去年，参加完
拜祖大典的代表向新郑市传回一封“感谢电”，称
该次拜祖大典“是历年以来国内所有拜祖活动中
最精彩、最震撼、最成功的一次世纪经典”。

“感谢电”还说，这次拜祖活动向外界宣传
了河南人的新形象，让人们产生了一个概念：
华夏文明的根在河南，河南就是华人的家。

诸多华人华侨在到新郑寻根拜祖的同时，
不仅深深地被黄帝故里这片投资创业的宝地
所吸引，也增强了建设共同家园的信心。许多
前来的客商纷纷把目光转向了新郑，特别是这
里优越的区位交通、悠久的历史文化、特色的
产业资源、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庞大的人
流和信息流在这里交汇，给新郑这座城市带来
了无限商机。拜祖大典期间，新郑市与客商签
约合作项目 36个，总投资额 73.2亿元，彰显出

旅游招商、节会招商取得的丰硕成果。其中，
投资2.6亿美元的美国黑马集团煤化工项目和
投资18亿元的李粮店煤矿成功签约，为新郑循
环经济发展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大典之后，又
有一些国内知名公司来到新郑寻求合作伙伴，
随着一批新的项目签约、落地，全市掀起了新
一轮的项目建设高潮。

一些有经济眼光的商家，也瞄准了“寻根
经济”这个增值股。位于郑州市东风路与中州
大道交叉口的“今槐源”酒店做起了全国唯一
一家以寻根文化为特色的主题餐厅，并且还推
出了“寻根菜系”和“寻根酒”。

河南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理事樊战东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一年拜祖大典的举办，
都是一次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盛宴。无论是
政府还是老百姓，都在快速地转变着意识，利
用文化来发展经济，把它当成根和筋，让他发
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现在不少老百姓
也正在利用黄帝品牌经营商品赚钱，这也说明
了人们的文化品牌和经济意识都在加强。”

拜祖大典催生新郑嬗变

黄帝拜祖大典的热起，使新郑市也掀起了
前所未有的寻根拜祖热，旅游观光热，投资创
业热。给新郑市带来了人气、景气、牌气、财
气，新郑市也正在孕育着新一轮的嬗变。

通过拜祖大典，新郑市在不断地发掘黄帝文
化、推动文化旅游中，跳出“门票经济”思维，树立

“大旅游”观念，不断探索旅游业经营新模式。从
2005年4月起，相继免费开放了黄帝故里、始祖
山、郑风苑等景区。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拉
长产业链条，开发黄帝丝巾、黄帝铜像、枣礼品、
轩辕剑等旅游商品，开发多种形式的文化旅游服
务项目，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增加景区综合经
营收入。通过降低旅游门槛，带来了人气聚集效
应，掀起了寻根热潮。大量的游客带动了吃、住、
行、游、购、娱等行业的快速增长，促进了金融、通
讯、地产等产业的互动发展。

如今，拜祖大典已成为新郑市对外开放的
窗口和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借助黄帝文化
的影响力，他们积极策划包装一批大项目，精
心组织好拜祖大典经贸洽谈会，并对有投资意
向的客商进行深层次洽谈。

目前，新郑市已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综合实
力百强县（市）”、“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
县（市）”，连续三年进入“全国中小城市经济综合
实力100强”、“未来5年~10年最具台商投资价值
城市及全国和谐中小城市示范单位”行列。

如今，新郑市通过拜祖大典，展现出了城
市的活力，挖掘出了城市的潜力，释放出了城
市的吸引力。并且借拜祖大典的强劲东风，铸
就了一张沉甸甸的烫金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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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面议”是忽视权利

据报道，16日，洪山区分别举行了IT、广告医药
类专场招聘会和大、中专应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应聘者均以大中专毕业生为主。在招聘会上，一些
企业招聘简章上的工资栏标示“待遇面议”。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这属违规行为。2008年1
月1日起实施的《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明确规
定，企业参加招聘会时，在招聘简章中必须写清楚工
资待遇和福利待遇。

不少求职者在应聘时都遭遇过待遇模糊不清，
难以选择的情况，他们大多也未作计较，甚至视为一
种正常现象。在日常生活中，这类正当权利被忽视
的现象并不鲜见。昨日的《武汉晚报》报道，一些乘
客叫出租车时，先站在车外问司机去不去某处，得到
允许才上车。市客管处市场监管负责人纠正说，乘
客完全不必如此“讲客气”，直接拉门坐进车里，将目
的地告诉司机。送乘客去合理的任何地方，是司机
的义务，如果他“挑剔”，就构成拒载，乘客就可投诉。

应聘时应当知道工资和福利待遇，打的不必先
问司机“去不去”，我们生活中拥有的这些权利，虽然
都比较细小，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并不能因为细
小而忽视，正是因为诸多具体而微的权利使我们身
上的权利更加真切和充实。人的权利无疑是宏大的
话语，然而不能仅仅写在文本中，而应把权利的理念
和种类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被人们所知晓，所珍
视，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权利的阳光普照，并因此获得
生活的尊严。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明白日常生活中各个
方面具体而微的权利。遗憾的是，许多人并不了解
这些权利，往往在不知不觉中遭受权利的被侵蚀，甚
至那些权利的侵蚀者，比如，标示“待遇面议”的招聘
企业、“挑路”的出租车司机，可能他们也不清楚这样
做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他们可能以为是在依循一种
惯例而已。由此可见，有关方面应加强宣传力度，通
过多种方式，尽可能让公众知晓日常生活中的权利。

在我们了解生活中那些具体而微的权利之后，
重要的是时时处处注意自我维护这些权利，很多时
候权利并不主动奉送，需要人们积极主张、争取和维
护。在应聘者遭遇“待遇面议”的报道中，我们看到
这些求职者大多是初次就业，要求明确待遇的谈判
能力比较欠缺，也可能羞于提出要求，加上就业压
力，而选择放弃这一权利主张，待遇含糊不清的现象
也因此越来越多。正是不少人选择放弃正当权利，
而使得某些侵蚀权利的现象比较普遍。

具体而微的权利被侵蚀成为普遍现象，还有一
个原因可能是有关部门对此重视不够。当侵权发生
之后，如果得不到及时地严格查处和纠正，久而久之
就会被违规者当作正常现象。因此，有关部门在提
醒公众注意日常生活中的权利同时，更要积极有效
地承担起维护民众权利的职责，迅速有力地查处和
纠正违规行为。 李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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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问题疫苗”疑云何时解开
据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

山西近百名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或
引发各种后遗病症。其中 4 名儿童死
前都接种了狂犬疫苗。

山西卫生厅反应迅速，当天立刻辟
谣，称未接到注射疫苗后聚集性异常反
应报告。并称，2008 年 11 月卫生部曾
组成调查组来山西调查，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此前曾对接种点库存疫苗
抽取样品，委托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检验，检验结果均符合国家规定。

对于“问题疫苗”事件，山西卫生
厅引用了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调查结果。然而，报道表明，
此前山西卫生厅曾曲解卫生部的调查结
论。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陈涛
安提供了一份与卫生部监察局关跃进副
局长的谈话录音。录音中，关跃进对陈
涛安讲：“卫生部监察局是调查疫苗案中
的行政违法、违规问题，疫苗抽检鉴定属
业务问题，不是我们的调查范畴，我们既
没有在山西的县区抽样送检，更没有出
具‘曝光标签疫苗是安全的’调查结果”。

山西卫生厅所依据的样品合格的
结论或许只能来自于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局。鉴于此，山西卫生厅此前曾存在

失信行为，问题疫苗事件也需要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局的说法。

关于是否违纪问题，山西卫生厅也
没有向公众说清楚。华卫公司从2006
年1月1日“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
理”。而在这段时间内，该公司并没有疫
苗经营资格。这恰恰是在“问题疫苗”事
件中，是否有内幕交易的关键所在。

由于事关人命，疫苗是否存在问题，显
然凭山西卫生厅一家之言难以令患儿家属
以及公众满意。此事，迫切需要更加权威
的调查机构介入，把事情查清楚。致渊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城市精英”
不要丑化农村基层

本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一位代表提议修
改《刑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打击农村基层选举
中的贿选行为。“打击贿选行为”是个好建议。不过，
问题只是指向“村级自治组织的贿选”，似无必要。我
国《刑法》实际上对贿选罪是网开一面的，似乎我国
就根本没有贿选这么回事，新闻也没有报道一桩“有
影响”的贿选案。说不上什么影响的，新闻差不多是
当趣闻花絮报道的。倒是有一些，例如，某地选村长，
给“选民”发“红包”，有人吼出一百，有人就敢出价五
百，最后当然是出钱多的“竞价”成功。这就算是目前
中国媒体报道的最著名的一类“贿选案”了。

看起来，中国的政治选举应该是世界上最清明
的了，因为贿选就只在最基层的自治组织中发生。广
大农村社区基本上是历史形成的自然村(现在有了行
政村一说)，村委会不是国家政权，村实行自治管理是

“真正的法治”。而村民的自治管理能力，可以反映出
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明素质。但我们现在透过新闻
媒体看到的，是村民自治管理能力如此之差。现实
中，城市跟农村割裂，城市里又充斥着是刚刚城市化
的农村人口。新闻媒体在这方面起到了真正的引导
作用。省城电视台的深夜专题，八成就在讲乡村的不
堪，记者在镜头里面跑上跑下，简直兴奋极了。

长期以来，农村向城市输血，除了粮食矿藏，知
识青年也不断逃离农村。农村人口减少，并以老人、
妇女和儿童为主。在文化上，几十年来不仅谈不上
什么积淀，反掉传统以后，就是空虚化。这给乡村自
治带来了困难。但是，即便这样，乡村仍然可以实现
自治，而且可以实现得比中国任何一个层面的民主
选举好。任何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正义诉求总是来
自最基层的民众，这跟文化素质无关。为正义把官
司打到最后的，总是秋菊。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精
英阶层，其道德水准和正义诉求则更加不堪，他们为
了自己的利益比一个农民更容易跟强权与非正义达
成妥协，实现互利。特别地，在跟农村和农民争利的
时候，中国的精英阶层从来没有手软过。反过来又
是他们在嘲笑农民的无知，或者以忧郁的目光悲悯
地望着乡村的败落。

现在，人们相信，村民是无法“自主地”实现自
治的。因为传统的宗族和乡绅文化已经消失，正义
和秩序的维护，被认为需要依赖上级政权的干预和
国家意识形态的输入。这就给某些人以国家干部的
名义粗暴干涉乡村自治壮大了理由。实际上，以强
权干预乡村选举，既违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而且
就害处而言，甚至要超过竞选人向村民贿选。贿选
绝对应该严厉打击。在我国澳门，它可能被判处八
年徒刑。但是，相比之下，农村熟人社会里的所谓贿
选，并不比其他任何层面的贿选危害更大，绝没必要
只打击前者。 何 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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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的不是赵云，是戏台子
众官员抢的不是赵云，是戏台子。

去年，“临城赵云故里传说”申报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由此引发石家庄正
定与邢台临城间的“赵云故里”之争。
如今，正定和临城对“赵云故里”的争夺
已不再只是口水仗。近日，正定决定斥
资修建“赵云故居”，而从临城方面传来
消息，当地要搞“赵云文化主题公园”。
（3月18日《河北青年报》）

赵云是个人名，理所当然，也是一
个文化符号。无论是作为历史记载中
的人物，还是文学形象，赵子龙在本土
人心里，都十分了得。他身高八尺，姿
颜雄伟。初从公孙瓒，后归刘备。曹操
取荆州，刘备败于当阳长阪，他力战救
护甘夫人和备子刘禅。刘备得益州，任
为翊军将军。他曾以数十骑拒曹操大
军，被刘备誉为“一身都是胆”。正定、

临城两地的官员，争抢赵云，正如其他
地方的官员争抢古代名人一样，其本意
主要不在赵云身上所体现的忠孝、仁义
文化，抢的是自个儿唱戏的戏台子。

赵云搭台，官员唱戏，且两地官员
唱对台戏，是权力发飙，是以文化建设
之名滥用权力。赵云原本有故里，它又
不是个物，要靠争抢得来。争夺“赵云
故里”，口水仗之后，众官员的行为凸显
的部分才是争夺的真相。两地大兴土
木，此一地修建“赵云故居”，彼一地营
造“赵云文化主题公园”，所费皆是纳税
人的血汗钱。临城想借助赵云，树立一
种临城精神，赵云只是个载体，这精神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是敢于花钱的
精神，还是勇于争抢的精神？争抢赵
云，目的是利用赵云作金字招牌，“利”
字当头，“金”在其中。地方经济利益之

争的后面，还有个官员的政绩之争，这
是争抢赵云的内驱力所在。

争抢赵云，是有人觉得祖宗饭好吃，
但即便是吃祖宗饭也有个怎么吃的问
题，不能强吃、硬吃，不能吃得没出息，不
该吃也吃。一种行政主导下的争抢行
为，是权力的错位。不伦不类的赵云工
程，是在贬低三国文化，制造假象的赵云
工程，只会削减当地既存的文化积淀。
急功近利，以浮躁的心态对待历史，不以
文化为本位，虚构历史，只会留下历史的
笑柄。争抢赵云行为里面，有个惰政思
维，就是以为用赵云作资源，发展地方旅
游经济会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这是拍脑
袋，想当然，是把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
单了。抢来的赵云，能有什么文化底
蕴？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力吗？现实对
此的回答恐怕只有一个字：难。今语

还是央企还是央企 徐建军徐建军 绘绘

任志强的防口水罩任志强的防口水罩 尹正义尹正义 绘绘

任志强：任志强：不是中高收入不是中高收入
阶层就别谈房地产市场阶层就别谈房地产市场

黄帝故里黄帝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