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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盛世礼炮、第二项敬献花篮、第三项净
手上香、第四项行施拜礼、第五项恭读拜文、第六项
高唱颂歌、第七项乐舞敬拜、第八项祈福中华、第九
项天地人和。

主要活动有：
一、欢迎晚宴
二、第七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投资

贸易洽谈会
主要包括：
1.项目对接会；
2.跨国公司对话中原恳谈会；
3.河南省招商引资项目银企对接会；
4.河南省重点招商项目发布会；
5.科技成果发布对接会；
6.电子信息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
7.中原经济区粮食发展与合作高峰论坛。
三、中原文化周

中原文化周将全面展示厚重的中原历史文化
和当代河南文化建设的新成就，进一步弘扬中原大
文化，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为壬辰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主要包括：
1.中原经济区论坛——文化名人对话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与创新，将邀请国内外文化界领导和知
名人士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与创新”为主题展开
研讨对话，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出谋划策；

2.优秀剧目演出活动；
3.美术书法作品展；
4.精品图书展销活动。
四、专题文艺晚会
第八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第一名及五个

单项最高奖的获奖剧目：大型舞剧《水月洛神》。
五、第六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郑州市地处中华腹地，九州通衢，北临黄河，西依
嵩山，是中国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郑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历史上曾五次为都、八代为州，是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和“世界历史都市联
盟”成员，少林寺、中岳嵩山等人文自然景观闻名海内
外，列子、韩非子、杜甫、白居易等思想家、文学家灿若
星河，嵩山文化、黄河文化、黄帝文化、商都文化一脉
相承，源远流长。

近年来，郑州市委、市政府把文化建设作为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支点，全力推进文化资源大市向
文化强市跨越。一方面着力构建比较完备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先后规划建设了郑州广播电视中心、郑
州图书馆新馆（市民文化中心）、郑州群艺馆新馆等一
大批重要的文化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依托丰富文化
资源，精心打造了少儿科幻剧《快乐星球》，“小樱桃”
动漫，舞剧《风中少林》、《水月洛神》，实景演出《禅宗
少林·音乐大典》等一批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文
化精品工程，成功举办了第十届亚洲艺术节、中国第
十八届图书交易博览会等重要文化活动，城市文化活
力不断激发，文化魅力日益彰显。在众多的文化活动
中，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成为郑州市立足新时代，站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充分挖掘深厚中原文化
资源，把传统大典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相结合，与河
南省政协和国家有关部委、单位一起，为进一步增强
民族凝聚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而着力推出
的一个“国典”式重要文化精品工程。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
文始祖，新郑市是黄帝出生、创
业和建都之地。三月三在新郑
黄帝故里公拜轩辕黄帝，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大典，它肇始春
秋，绵延至今。

自 2006 年起，拜祖大典升
格为由河南省和中国国家有关
单位共同主办。目前，拜祖大
典已连续六年成功举办，其规
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与
日俱增。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
了巨大影响，取得了丰硕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成果，被
赞誉为“盛世国典”、“心灵圣
典”。

六年来，每年都有数以万
计的海内外知名华人华侨代表
云集新郑，共同缅怀先祖伟
绩，共同祈福民族振兴，在庄
重、和谐的氛围中升华了民族
情感，加深了港澳台胞和海外
华人华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为加强全球华人
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和平统
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
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壬 辰 年 黄 帝
故里拜祖大典不
同于以往，本次大
典恰逢中国国务
院《关于支持河南
省加快建设中原
经济区的指导意
见》颁 布 实 施 之
际，同时又是第一
次由中国国务院
批准而举办，第一
次由河南省政府
和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参与主办，第
一次整合经济、文
化等大型活动于
大典期间举办，因
此举办规格更高，
内容更为丰富。

“凸显根文化
优势、建设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
区；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建设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
将成为本届拜祖
大典的一条主线。

历
届
大
典
回
眸

壬
辰
年
黄
帝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文
化
郑
州

大典共分九项议程

3月24日（农历三月初三）中国郑州新郑黄帝故里

2007农历丁亥年连战夫妇将祈愿两岸和平的祈福牌挂上祈福圣树

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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