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国内外媒体聚焦了这一华人盛会：中广网、新浪河南网、
宁夏新闻网、广西新闻网、天津北方网、齐鲁网、河南省
政府门户网等诸多网站推出“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专题”网页，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海峡导报、澳门
日报等报纸均连续报道或转载拜祖大典相关内容。

人民日报：《河南举行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今天上午在河南新郑

市黄帝故里景区举行。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和香
港、澳门、台湾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以及大
陆社会各界来宾近万人齐聚祖根圣地，共拜人文始祖。

人民网：《辛卯年拜祖大典新郑签约52
个投资项目 合同金额223亿》

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新郑市经贸洽谈收
获颇丰。今年，新郑市共签订投资项目52个，合同

总金额达223亿元。

中新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侧记：共
拜始祖 同祈中华》

“祈福祖国繁荣昌盛”、“祈福民族和谐”……矗
立于黄帝故里景区内的金色祈福树，挂满了回家拜
祖的海内外炎黄子孙“满满”的祝福。

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说，虽然是第一
次来此，但是来祭拜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感
觉就是“回家了”。

中原网：《郑州60网友骑行“拜祖”开
启拜祖大典新模式》

“以前办了很多与拜祖大典相关的活动，但以网
友参加的骑行拜祖还是第一次，我们一路上提倡低
碳、环保参加拜祖大典，搞这样的活动可以填补宣传
上的空白，并以互动的形式打破传统的宣传形式。”

名典引动 名媒联播

春意浓浓，游人如织。在具茨山顶日晷旁，游客
对上面的字符产生了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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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全球亿万华人瞩目的拜祖大典，一次56个民族团聚中原的兴邦盛会，一次盛
世中国寻根拜祖的和谐盛典——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圆满成功。虽然大典已落
下帷幕，但是我们仍能发现，人气、景气、牌气、财气、喜气依然在新郑“齐聚”，故里春意
盎然。而随着中原经济区的崛起，以拜祖大典为契机，新郑的“黄帝文化热、旅游寻根
热、投资创业热”，“热”力四射，名动中原，河南沃土，日益散发出勃勃生机！

黄帝文化热——

华夏源 情系始祖
凝心聚力 华夏一统

“史有明载、地有确迹、代有传说、世所认同”，
新郑作为黄帝出生、建都之地，人杰地灵，紫气氤
氲，几千年来吸引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前来。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新郑就有着拜祖的习俗，延续至
今。自 2006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升为“国典”，连
续 6年的成功举办，拜祖大典日益成为团结中华民
族和广大炎黄子孙的重要精神纽带，而新郑，日益
成为全球华人追思先祖功德、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
家园和心灵故乡。

2009年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亲民党主席
宋楚瑜讲道：“拜祖为认祖归宗，是一次寻根之旅，
希望河南与台湾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岸关系
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2011年辛卯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梁国扬
讲道：“希望通过弘扬这种民族团结和睦的精神，
两岸同胞能够携手建设一个美好家园，为民族的
繁荣和振兴作出努力。所以，举行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已经成为华夏儿女心灵交融的盛典，极大加深
了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
感，促进了两岸四地的交流与合作，为“建设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诚如深圳企
业家李雄所讲：“每一次拜祖大典，都是对中华民族大
团结的一次推动。”

感念祖德 丰韵内涵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的主题，体现了

中华民族根之所在，心之所向，在这里，儿女齐聚，人
才荟萃。大典期间举办的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也成
了一个思想交融、丰富黄帝文化内涵的平台。

“黄帝是文化超人，在他身边我们所有想象到
的文化产品都一一出现。所以我们说今天在纪念
黄帝的时候，发扬黄帝的思想就要记得古代伟大的
思想。”国学大师、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如是
说。“中华民族的文明没有消解在其他的文明之中，
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自主的发展，最主要的
是有核心文化的支撑，这种核心文化来源于黄帝。”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说。连续
五届的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一次次丰富着黄帝文化
的内涵，一次次昭示着黄帝文化蓬勃的生命力，拜
祖大典蕴含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文化气息更加浓
郁，文化品位更加崇高。而在大典期间新郑市烹制
的文化盛宴具茨山岩画展、《轩辕大帝》剧本论证
会，郑州的中原文化周、《水月洛神》专题文艺晚会、
中原民间传统文化展演等一系列活动，也促进着传
统文化焕发光彩。

人气飙升 一线穿珠
据统计，农历三月初三至

初八的六天时间里，仅黄帝故
里景区就接待游客25万人次，
新郑各景区每天都是游人如
潮，人山人海。来自上海、广
西和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
的游客和姓氏宗亲团体，以及
青年旅行社、中州国旅等组织
多家旅行团队纷纷到黄帝故
里寻根拜祖、认祖归宗。截至
目前，黄帝故里共接待拜祖团
5000 余人，举行了近 50 场拜
祖仪式。

一线穿珠，多业繁荣。大
典聚人气，人气生财气，新郑

“吃、住、行、游、购、娱”等行业呈
现“井喷”现象。各大宾馆爆满；
始祖山景区、黄帝故里景区周围
的饭店，每天就餐的游客络绎不
绝；市内许多商业营业额翻番，
红枣等“土产品”更是作为“特色
元素”受到大家的喜爱；往返郑
州至新郑的公交车发车时间
已缩短为两三分钟一班，市区
出租车生意更是红火。

完善功能 添光增辉
投资达 30亿元的成都新

尚置业有限公司旅游文化生态
园项目与新郑市政府成功签约，
为新郑在文化、旅游、经济等多
个领域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与
此同时，新郑积极加大旅游项目
建设投资力度，完善旅游服务
功能，提高城市品位。新郑已
投入一千多万元的资金对具茨
山景区、郑国车马坑景区、新郑
市博物馆、欧阳修陵园进行升
级改造。目前，各项工程进展
顺利，预计 5月份完成具茨山
景区登山步道升级改造，9月
底完成郑国车马坑景区、新郑
博物馆和欧阳修陵园的升级改
造，届时这些景区（点）将会以
崭新的姿态、全新的面貌重新
出现在广大游客的面前。与此
同时，作为新郑郑韩文化象征
的郑韩故城城墙遗址公园环城
步道修建已基本结束，遗址公园
文化节点展示、绿化、雕塑等工
作的规划、设计正在紧张有序
进行中，遗址公园新姿初现。

城市名片 新郑优势
丙戌现彩虹，丁亥呈祥云，戊子降喜

雨。全球华人寻根拜祖的那份虔诚，似乎
连上苍也为之动容。而随着主办规格提
高、媒体目光聚焦、嘉宾阵容强盛……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已经成为中原文化的“金字
招牌”、新郑的“城市名片”。

作为一个叫得响、应者众的名牌，拜祖大
典提高了河南、郑州、新郑在海内外的美誉度、
知名度，成为展示中原形象的新窗口。新郑以
此为契机，借势拜祖大典，增强发展后劲，日益
成为一片投资兴业的沃土，而新郑本身，也的确
具备着各种优势——“中、通、古、丰、优、美”。

首先是区位优势，新郑位居中原腹地，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四周郑汴洛许环绕；交
通四通八达，处在郑州市半小时经济圈内，
京港澳高速、107国道、郑新快速通道、连霍
高速、郑石高铁、新郑机场等构筑起立体交通

网络；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5000年的黄帝
文化、2700年的郑韩文化以及神秘的具茨山
岩画，让古色古香的新郑别具厚重、博大的魅
力；资源丰饶，境内煤炭储量丰富，新郑古枣
享誉全球，以食品、烟草、煤炭、纺织服装、现
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特色产业夯实新郑发展之
基；“优”体现在硬件和软件上，新郑市是国家
卫生城、中国特色魅力城、中国优秀旅游城，
连年获得全国、全省平安建设、社会管理创新
等荣誉称号，招商引资政策独到，西亚斯、华
信等高等学府林立；境内山川秀丽，湖泊河流
纵横，空气清新，和谐宜居。再加上拜祖大典
的影响，新郑日益散发出强大的吸引力。

投资沃土 中原雄起
拜祖大典的东风，再加上新郑优越的区

位交通、悠久的历史文化、特色的产业资源、
优良的投资环境，使得诸多华人华侨在到新
郑寻根拜祖的同时，被黄帝故里这片投资创
业的宝地所深深吸引。他们在祖根之地停下
了脚步，加入到建设共同家园的行列中来，庞
大的人流和信息流在这里交汇，新郑这座城
市更是商机无限。拜祖大典期间招商引资总
投资额从 2006 年的 73.2 亿元到 2011 年的223亿元，亿元以上投资项目从2006年的17
个到2011年的38个，新郑，用实实在在的数
字，谱写着篇篇文贸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

经、互动双赢的辉煌章节！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还紧密结合中

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吸引了一大批国
内知名专家、学者，对宣传中原经济区建设
的重大意义和如何让中原经济区真正成为
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等进行探讨。2011
年，借势大典，华人华商论坛签约仪式上193
亿“大单”花落绿城，世界华商联合会有意就

“兴建中华文化寻根主题公园”、“在全省各地
发展SM连锁购物中心”等达成投资意向……
参与“聚焦河南新面貌、关注中原经济区”的
台湾新闻报副总编辑黄义雄感慨地说，河南
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的领导亲民务实，
人力资源优势明显，河南是一片充满希望的
热土，中原经济区发展潜力无限！

黄帝肇华夏，拜祖“热”中原。中原大地
的文化之力、信心之力、创新之力、复兴之
力，也已以神龙翱翔寰宇之势，向世人传递！

投资创业热——

世人瞩 商贾云集

拜祖邮票尽传中原古韵
4月 5日，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刚刚结束，

百余封邮折便抢销一空。后来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说：“拜祖大典的纪念邮票很有收藏价值，来买的人
很多，拜祖当天仅一个下午就销售了 3万多元。截
至目前，拜祖系列邮品销售额已超60万元。”

以邮票为载体传播黄帝文化，推介中原文明，是
拜祖大典引发的黄金效应之一。辛卯年发行的《方
寸映中原》，拜祖大典九项仪程跃然纸上，汇集莲鹤
方壶等众多国宝富含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整套
邮票成为一部认识河南、了解河南、图说河南、宣传
河南的文化典藏。

“我们以各自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追
思我们共同的祖先——人文始祖轩辕黄
帝！”黄陵县政协副主席武建忠参加新郑市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时讲到。

黄陵和新郑一样，具有古老的文化和悠
久的历史；在黄帝文化的哺育下，拥有着丰
富多彩、璀璨夺目的民间文化；“黄陵清明节
公祭黄帝”和“新郑三月三拜祖大典”一样都
上升到“国典”的层面。那么他们有什么共
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武建忠说道，新郑市是黄帝出生、创业、
建都之地，黄陵县是黄帝曾经生活、长眠之
地，新郑拜祖、黄陵祭祖，一个拜谒、一个祭

祀，这也许是最直观的区别；另一方面，一样
的古已有之的祭祀活动、一样高规格的举
办、一样地追思黄帝功德和恩泽，拜祖和祭
祖，更多的是共通、共融。

提起今年三月三和清明节是同一天，
很多人认为“陕豫撞车”，不知何处寻根，
武建忠说道，这可能是理解有所偏差。

在黄陵祭祖分民间祭奠和公祭典礼两
次进行，民间祭拜古已有之，公祭保留的
是迄今最完整的汉朝祭祀礼仪；而新郑早
在 春 秋 战 国 时 就 有 三 月 三 拜 轩 辕 的 习
俗。黄帝是我们共同的人文初祖，清明节
祭拜黄帝和三月三拜谒黄帝是两地不约
而同纪念祖先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为了争

抢某个名人而已。生于新郑长眠黄陵，构
成黄帝辉煌一生的“首”和“尾”，两地是相
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由此黄帝文化也将
更加丰满。

同样受到黄帝恩德泽被，不同的方式，尽
显后世子孙感怀先祖的膜拜、祭奠之情。今年
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而已，不存在本质上的
对立和区别。如果认为这样就不知“根在何
处”，就曲解了两地纪念祖先的意义了。

武建忠还表示，两地很早就加强着沟
通和联系，有着很深的友谊，双方一直在为

“发扬黄帝精神，弘扬黄帝文化，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共同追思黄帝功德
——访黄陵县政协副主席武建忠

⇧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在参加辛卯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时题词“河洛拜祖、华夏一统”。

⇦4月9日，山东省菏泽市的600多名游客来到
黄帝故里寻根拜祖。

各地客商在新郑市市情说明暨项目签约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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