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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典转化为创业盛会
创新、创业，内含开拓创新、敢为人先之意。五届高规

格拜祖大典的成功举办，从形式到内容每年都赋予新意，其
本身就是传承古制、创新创意的重大举措。近年来，新郑市
把“创”作为立事之基，将文化盛典转化为创业盛会，不仅贯
穿拜祖大典始终，而且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始终
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创新张力，全市迅速掀起了创新、创业的
高潮。

五年大典五个台阶 助推新郑强势跨越

大气魄招引四海宾朋
数字见证成就

编者按：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连续五年的成功举办，成为新郑对外开放棋盘中一枚重要
的棋子，黄帝故里儿女以包容、兼容的气魄，打开城门、喜迎四海宾朋，以开放促发展成为
全社会的普遍追求。

心声铭记辉煌

奏响生态和谐新号角，打造天蓝
地绿新乐园。一直以来，新郑市全面
改善生态环境，把专项资金“投”到
水中，“铺”到路边，“埋”进园
中，加大力度创建和谐、温馨、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生活环境，实现“天”、

“地”、“人”的互动。文化、民本、
现代与生态完美结合。市民既可以在

轩辕故里感受文化与温馨，也可以在
郑风苑体会亲情与童趣；既可以在具
茨山享受自然的清新气息，又可以在
樱桃沟、古枣园里品味自然的诗情画
意。来到轩辕湖，则是另一番景象：
水天一色，温润柔和之气游走心间。
市民都说：“新郑的环境越来越好
了，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

“和”就是和睦、和谐，内含
邻里和睦、社会和谐之意。五届拜
祖大典，从“盛世中国、和谐社
会”到“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

和谐”，每年主题都围绕一个“和”
字。而今“和”文化正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融入新郑寻常百姓的
生产生活中。

唱响和谐社会主旋律

诚信建设蔚然成风

打造天蓝地绿新乐园

自娱自乐促和谐，书香浓郁助发
展。漫步在炎黄广场，人们经常看到神
采奕奕的中老年人汇集到一起，唱戏
曲、练太极、说快板，吹拉弹唱、怡然自
乐；在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们下棋
品茗、看书读报、讲故事，各随其好；在
各个行政村的文化大院，老年人也忘却
年龄，在竹马旱船、舞蹈等活动中享受
生活的美好。这一幕幕和谐图景，一幅

幅幸福画卷，每天都在新郑大地上演。
你帮我助大家来，和谐社区建起

来。在历届拜祖大典的熏陶下，新郑市
民形成了政府帮助、邻里互助的和谐氛
围。他们通过整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组织开展书法展览、文娱比赛等联谊和
竞赛活动，不仅展现了居民才智，还拓
展了居民交流空间，营造了融洽、互助
的邻里关系。

文明之风扑面来

新闻链接

牵手诚信 建设信用新郑

随着拜祖大典的成功举办，新郑
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得更开，与外界的交
往日趋频繁。新郑市以“诚”化人，着力
提高人的素质、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切实做到以作风赢得信赖、以环境赢得
发展。

诚信之锤，夯实投资沃土。在商业
领域，诚信，是经商之道、生财之道；在
新郑，它也是招商之道。一直以来，对
待客商，新郑一直都坚持诚信为本、服
务至上的原则。他们以优越的环境优
势、独特的区位优势吸引着众人前来考
察、投资、创业。尤其是拜祖大典以来，
全国各地的客商被新郑诚信的氛围所
感染，纷纷来新郑洽谈、签约。

招商引资的诚意还体现在新郑千
方百计为企业着想，主动地为企业提供

“全程式”、“保姆式”服务。除此之外，
完善各条道路、消防、通讯、绿化等基础
设施建设，为企业进市、进镇和企业生
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诚信之举，成就事业辉煌。2009年
度新郑市“十佳信用企业”、“十佳信用
商户”评选活动于近日揭晓。好想你枣
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企业和新郑市
万佳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等十家商户分
获 2009 年度新郑市“十佳信用企业”、

“十佳信用商户”殊荣。对获评“双十
佳”的企业、商户，该市督促相关职能部
门制订相应的激励措施。评选“双十
佳”活动进一步优化了企业经营发展环
境，提高了企业守法、诚信经营的自觉
性，促进了该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报
记者 高凯尹春灵白云 通讯员 梁丽英

本报讯（记者 白云 通讯员 梁丽
英）近日，新郑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信
用新郑”建设集中宣传活动，制作了《信
用常识小手册》。该手册收录了“什么
是信用消费”、“企业如何做好信用制度
建设以防范信用风险”、“新郑市信用建
设工作的主要任务和责任目标”等十五
项与企业、居民个人利益相关的信用知
识。

该市在炎黄广场、百家姓广场集中

宣传，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信用常识
小手册》3000余份，并运用信用知识宣
传展板进行集中宣传和专题咨询活
动。而别出心裁的诚信卡、各种各样的
诚信协议、各个单位开展的形式各异的
诚信活动，都使新郑市的大街小巷弥漫
着诚信气息。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
动，使“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观念在
市民中得到树立，有力地推动了信用新
郑建设的深入发展。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拜祖大典让全球华人唱响同一
首歌。

“新郑春郊杏花开，中原祖地万
方来；天出虹彩呈祥瑞，两岸交流情
满怀。”2006年春天首次率团参加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时，现场晴空突现彩
虹，台湾中华两岸文经观光协会荣誉
会长、知名律师许文彬赋诗抒感。

“这里是中华儿女心灵的故
乡！”2007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之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专
程从宝岛台湾飞抵新郑。

“参加拜祖大典，同样让我感

到震颤，丝毫不亚于北京奥运会夺
得冠军的激动时刻。我知道去年有
29 名奥运冠军来参加拜祖大典活
动，今年又有我们几个前来新郑拜
祖，参加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去年
的拜祖大典，祈福北京奥运圆满成
功，北京奥运成功之后，奥运冠军
再 次 来 拜 祖 ， 更 有 一 番 意 义 。”
2009年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期
间，北京奥运会帆板冠军殷剑和杨
威等奥运冠军一起，参加了拜祖大
典。谈到拜祖的心情，殷剑激动万
分。

本报记者 高凯孙瑞赵丹

煌煌五千年中华文化中表现
出的“容、创、持、实、和”的精神，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容”就是包容、兼容、融合，内
含合作、开放之意。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成功举
办，吸引一批又一批海内外游客
走进新郑寻根拜祖，新郑人眼界
大开阔、见到大世面，深刻认识到
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性。新郑市
把“容”作为开启思想之门，号召
全市发扬“容”的精神，树立开放
意识、合作意识，努力做到以大合

作赢得大机遇，以大交流赢得大
发展，以大开放促进大跨越。五
届拜祖大典，极大地提高了新郑
的知名度、聚集了人气，赢得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一个又一个项目
在新郑落地。5年来，全市先后引
进 项 目 248 个 ，招 商 引 资 资 金
535.9亿元，中石油、中石化、中储
粮和香港华润、锦艺、台湾统一集
团等一大批大型企业集团陆续在
新郑投资，年接待游客由 2005年
的30万人次增加到2009年的352
万人次，带动相关产业收入由
6000万元攀升到6.8亿元。

进取创新之风

催生全民创业浪潮

在创新中求发展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是拜祖大典组织者

和主办者秉承的理念。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五届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年年结出创新之果。

从拜祖嘉宾日益广泛的代表性上可见一斑。2006年，
近万名的海内外政要、华侨、华人前来拜祖，其中就有中国
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等重量级人物。2007年，两万多名政
要、华侨、华人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9个社团组
织、52个姓氏宗亲会的嘉宾齐聚新郑，中国国民党荣誉主
席连战也欣然莅临。2008年，两万多名政要、华侨、华人以
及来自158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华人协会、87个社团组织、
96 个姓氏宗亲会来到新郑，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在列。
2009年，主办方向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同时
发出邀请，出现台湾泛蓝三党党魁同拜人文始祖的难忘场
景。2010年，优秀科学家、优秀建设者、“三八红旗手”、冬
奥运冠军、“双百”人物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到场为民族祈
福。

每年拜祖大典都是全球华人的盛典，为更好凸显特色，
有关各方特别是央视策划编导人员更是在形式上不断创
新，不断出彩：丁亥年拜祖大典前夕，新郑市斥巨资对黄帝
故里进行了修缮和改建，增添了汉阙、姓氏广场以及姓氏墙
等有形建筑；由邓亚萍点燃的圣火台又被赋予了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含义。戊子年的拜祖大典则对“家园”和“奥运”
两个关键词浓墨重彩，在拜祖仪式上，各级领导将采集于始
祖山的圣土“分封”给9位海外游子，使他们圆了“故土不再
难离”的梦想；黄帝故里景区内 209件奥运景观雕塑巡展，
烘托了祈福北京奥运的浓郁气氛。庚寅年拜祖大典，更是
为青海玉树地震遇难者祈福，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胞血浓于
水的亲情……

创意无极限，创新路漫漫。我们坚信，只要牢牢抓住创
新这一动力源，拜祖大典的强势品牌将会充满无限活力和
生机。 本报记者 孙秀春

拜祖大典的筹备，是一个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的“发动机”;拜祖大典的成功，
更是一个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加速
器”。大典前后，新郑市全面动员、全民
参与，集中时间，全力优化城乡环境，扮
靓故里美好家园，以“绿亮净美”的城市
形象迎接四海宾朋，“人人都是新郑形
象、处处都是新郑形象、事事关系新郑形
象”成为全市上下的自觉行动。特别是
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圆满成功，
极大地激发了新郑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
业、加快发展的热情。

伴随着扩大小额担保贷款发放范
围、大力开展创业培训等优惠政策的落
实，干部干事业、能人办企业、群众创家
业的全民创业热潮日渐升温。围绕干部
干事业，百名干部立下了“军令状”，3年
内每人联系一家工业企业、协调一项重
点工程、新招一个投资 5000万元以上企
业或项目；围绕能人办企业，拿出 680万
元重奖创业标兵、发展功臣，鼓励不拘形
式、不拘类型、不拘规模，人人办企业、当
老板，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增加值占经济
总量的 70%以上；围绕百姓创家业，引导
城乡群众通过自谋职业、自主择业、自主

创业、充分就业实现发家致富。2010年
第一季度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岗位1879
人；累计为全市 466名公益性岗位人员，
发放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85.7 万
元。

目前，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解放
了，观念更新了，创新意识增强了，创造
劲头鼓足了，创业氛围浓厚了，敢闯敢干
已经成为新郑人的追求，敢为人先已成
为新郑人的品格，创业创造已成为新郑
人的自觉行动。
本报记者 高凯 孙丽萍 文 刘栓阳 图

在政府帮助与支持下，创业能人童华玉开办了一家美容美发店，凭借一流
的技艺和不懈的努力，她把美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年份（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年接待游客数量（万人）

30
225
249

305.9
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