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续两年在现场过生日
“今天我特别激动，我的生日是在三

月初三，正好我又一次来当拜祖大典礼仪
小姐，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庆生、为祖国祈
福，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站在汉阙门下，
等待为嘉宾洗尘、佩戴丝巾的刘菲连续两
年被选为拜祖大典活动礼仪小姐。

刘菲是河南农业大学学生，拜祖大典
礼仪小姐的挑选非常严格，今年，她再次从
四五百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在大典活动

中，她承担着在外场为嘉宾洗尘、在内场帮
嘉宾净手上香等重任。

“别看工作简单，但我们练习了很
久。”刘菲告诉记者，她们最近每天都要从
9 时练习到 18 时，“每个动作、每个脚步、
每个眼神都要求非常严格。”穿着高跟鞋
一站一天，这位小姑娘也觉得非常辛苦，

“不过，能参加大典，再辛苦我也觉得值。”
本报记者 李娜刘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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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始祖，中华炎黄；薪火相传，盛
世未央……”一个小男孩现场听到谭晶唱

《黄帝颂》，兴奋地手舞足蹈学唱起来。
小男孩的妈妈告诉记者，孩子叫许炜

宸，今年两岁，是郑州人。炜宸的爷爷奶
奶特别热爱炎黄文化，为了来参加拜祖活

动，早上6点就出门了。
许妈妈告诉记者，孩子吐字还不太清

晰，但第一次参加拜祖，就喜欢上了《黄帝
颂》，他们回去后会慢慢教孩子学唱《黄帝
颂》，从小培养他树立“根”的意识。

本报记者 王晋晋

两岁小朋友学唱《黄帝颂》

为确保拜祖大典活动安全，我市警
方调集特警、交警、武警、消防等警力
3000 余人，全面加强安保工作。各级公
安机关一把手亲自“挂帅”，现场执勤，对
每一项安全保卫工作逐一安排，确保万
无一失。

安全、有序、畅通是拜祖大典安保工
作的核心任务。活动期间，我市警方按照
不同警种定人、定岗、定责，严格落实安保
措施，做好消防安全检查，加强值班巡逻，
全线做好疏导和保通工作。

本报记者 王 娟

3000警力保拜祖大典安全

“第一次来新郑参加拜祖大典，心中
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记者见到王瑞菊时，
她正张罗着英国南威尔斯华人联合会的
21名会员在大典现场拍照留念。她说，能
来一次不容易，一定要拍下这些珍贵的照
片，拿回去给子孙看。

作为联合会的妇女组主席，王瑞菊是
这次前来拜组的组织者。出发前，她给会
员精心挑选了统一的华服。她告诉记者，

祖籍广东的她非常思念祖国，来新郑寻根
祭祖，听到韵律悠远的《黄帝颂》，感觉唱
出了全球华人的心声。

王瑞菊说，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网上
观看大典，今年亲临现场，看到这么壮观
的景象，非常激动，今年是龙年，龙的气
势、龙的内涵在大典现场表现得淋漓尽
致，以后有机会还要来参加这样的大典。

本报记者 王娟

身着华服组团回国拜祖

一个是央视著名主持人，一个是著名
篮球运动员，两个“海霞”同为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受邀嘉宾，海霞、郑海霞昨日携手
亮相。

“海霞老师，我们一起合个影吧？”一
个引导员怯生生地说。“你找哪个海霞
呢？”站在一起的两个“海霞”一起笑着
问。听到这句话，引导员的脸一下子红
了。这时，两个“海霞”一左一右站在引导
员旁边：“我们两个‘海霞’一起跟你合
影。你辛苦了。”

看着两个“海霞”如此好接近，参加拜
祖大典的嘉宾也纷纷赶过来与她们合影
留念，两个“海霞”笑着一一满足。

“我们都叫‘海霞’，而且都是河南人，
这次又一起来参加拜祖大典，这就是一种
缘分。”海霞笑着对记者说。当记者问及
两个“海霞”相遇在一起的感受时，海霞

说：“我们都是中华儿女的一员，在各自领
域为中华民族做着自己的贡献。能在拜
祖大典中相遇感觉非常开心。”

“我也很开心，我叫郑海霞，她叫海
霞，我们是一对好姐妹。”郑海霞搂着身边
的海霞爽朗地笑了。

本报记者 陈凯 文 陈靖 图

两个“海霞”携手亮相

放下金灿灿的“龙头”，塔沟武校散打
专业的韦斌松了一口气，尽管他只穿着短
袖，但是汗水还是将衣服全部浸湿了——

“这一个龙头四五十斤，一般人别说舞龙
头，举起来都要费大力气！”教练孙乾坤自
豪地说。

今年的拜祖大典中，“九龙阵”无疑是
个亮点。八条银龙和一条金龙，在蓝天、
白云下，在红色地毯上，翻滚、跳跃，展现
了龙腾盛世的恢弘盛况。

孙乾坤说：“我们这9个‘龙头’表演者

都是严格挑选的，臂力一定要大，耐力一定
要好。其他队员也是选出来的精英。”“金
龙”的龙头近50斤，“银龙”的龙头也近40
斤，除了力量，舞龙还需要配合，“金龙”
需要 20 人、“银龙”需要 18人，要想让“巨
龙”跳舞，他们必须集中精力、相互配合。

17 岁的苗博文也是塔沟武校散打专
业的学生，是一条“银龙”的“龙头”，前几
天练习舞龙的时候，不小心被砸了一下，
小伙子一直坚持练习。“能当龙头，我特别
骄傲。”苗博文说。 本报记者 李娜

九龙阵一个“龙头”五十斤

“聂老师，给我签个名吧？”艺术家阎
肃拿着一块祈福牌递给坐在旁边的聂卫
平。“阎老师，您太客气了，也要麻烦您给
我也签个名。”聂卫平一边起身，一边也递
过去一个祈福牌……拜祖大典开始前夕，
受邀嘉宾在休息室里互相签名留念。

“我们能聚在一起挺不容易的，又是
在祭拜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时

相聚，所以大家都互相签名留念。”著名导
演翟俊杰说。昨日，参加拜祖大典的受邀
嘉宾，通过互相签名很快熟悉起来，合影、
互留联系方式……忙得不亦乐乎。一个
个小小的祈福牌上写满了受邀嘉宾的名
字。作为中华儿女的精英，受邀嘉宾为了
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相聚在一起。

本报记者 陈凯

昨日，拜祖大典现场到处是熙熙攘攘
的人群，一个女孩推着轮椅上的老人缓步
走入场内，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

记者忍不住上前询问，女孩说：“这是
我陪爷爷第三次参加拜祖大典了，爷爷腿
脚好时经常自己来，这几年行动不便，我
就推着爷爷来拜祖。”

原来，今年85岁高龄的薛光老人祖籍
安徽，是位老军人。从战争年代走过的薛
老先生，对和平、和谐有着更深的向往和

理解。他说，和平生活来之不易，要倍加
珍惜，拜祖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缅怀始祖功德，又象征着炎黄子孙
血脉相连、薪火相传，意义非凡。

“我每年都来参加拜祖大典，现在老
了，走不动了，但是我对祖先的敬仰之情
不会变，以后我还会来，因为这里是我们
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这里是我心中
的根和家。”临别时，薛老先生说。

本报记者 王娟

老军人坐着轮椅来拜祖

首届全球根亲（客家）文化盛事颁奖大典举行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荣膺全球
最具影响力十大根亲文化盛事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文 丁友
明 图）拜祖大典举行当日，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的首届全球根亲（客
家）文化盛事颁奖大典传来好消息，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荣膺“全球最具影
响力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经网络
投票、专家评选及综合评议，“全球客
家杰出领袖永远荣誉称号”、“全球华
人最向往的十大根亲文化圣地”、“全
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
和“全球根亲（客家）文化传承创新杰
出贡献奖”等奖项一一揭晓。

全球根亲（客家）文化盛事评选
活动由世界客家播迁路活动组委会、
全国政协两岸经合文化交流中心、全
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世界华侨
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办，联合海内外
主流华文媒体、百家华人及客家社团
共同推动，2月15日在郑启动。评选
活动首先由媒体、社团推荐出近年来
的根亲文化盛事、圣地候选城市，之
后通过网络投票及专家、社团评委评
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参与投票专
家73人，网络投票共计75万多次、网
络点击量超过百万次，最终推举出

“全球客家杰出领袖永远荣誉称号”
获得者3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根亲
文化盛事 10 件、全球华人最向往的
根亲文化圣地 10 个、全球根亲（客
家）文化传承创新杰出贡献奖10名。

“全球客家杰出领袖永远荣誉称
号”分别由世界客属总会总会长吴伯
雄，香港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香港华侨华人总会永远名誉会

长曾宪梓博士和全球客家·崇正会联
合总会总执行长黄石华博士荣获。

荣获“全球华人最向往的十大根
亲文化圣地”的分别是：河南省淮阳
县、河南省新郑市、山西省洪洞县、河
南省洛阳市、福建省永定县、福建省
三明市、江西省赣州市、广东省梅州
市、河南省开封市、河南省固始县。

荣获“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
根亲文化盛事”的分别是：河南省郑
州市承办的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陕西省黄陵县承办的公祭轩辕
黄帝典礼、山东省济宁市承办的全
球祭孔大典、广东省河源市承办的世
界客属第 23 届恳亲大会、广西壮族
自治区北海市承办的世界客属第 24

届恳亲大会、湖南省炎陵县承办的炎
帝陵祭祖大典、香港嘉应商会承办
的香港首届客家文化节、河南省商丘
市承办的商丘国际华商节、山西省高
平市承办的炎帝农耕文化节、湖北
省随州市承办的世界华人炎帝故里
寻根节。

荣获“全球根亲（客家）文化传承
创新杰出贡献奖”的分别是：历史文
化专家李学勤、黄帝文化推动人赵国
鼎、炎黄文化推动人王仁民、黄帝文
化推动人丁世显、客家文化推动人曾
智明、根亲文学作家程韬光、郑商瓷
发明人阎夫立、客家文化推动人张钧
智、黄帝浮雕创作者王天任、客家文
化推动人吴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