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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塑民风
加强道德建设

2011年3月6日至8日，来自新郑
各行业的 1200 多名妇女代表享受了
一场文化盛宴——中国·新郑首届女
子道德修养公益论坛。

和谐社会，女德为要。妇女姐妹
们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也是和
谐文化的重要传承者。新郑是中华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出生、创业和建都
之地，黄帝元妃嫘祖不仅德厚行高，宽
仁慈惠，母仪天下，而且智慧超群，为
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成就，被尊
为中华民族之母，是女德的典范。

“这样的论坛太好了，如果我们从
小就能学到这些优秀的文化，那该多
好啊。”这是观众们说得最多的话。三
天的论坛时间，场场都座无虚席，观众
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三天的论坛
时间，黄帝故里的姐妹们更多地了解
了如何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为人
母。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除
了举办大型文化活动，新郑市还依托
中小学成立市民学校，开展市民大讲
堂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以礼
仪、礼节等“六进农家”和道德、科技等

“六进社区”的双六进活动为载体，深
入开展文明村镇、文明社区等评选活
动。依托高校集聚优势，壮大志愿者
服务队伍，组织开展“弘扬雷锋精
神·共建文明家园”等形式多样的社会
志愿服务活动。

以文化护民利
加强诚信建设

“您好，我们公司刚在新港产业集
聚区落地，现在申请一般纳税人，是在
这儿办，还是到局办税服务厅办理？”

“您好，本业务在我们这儿就可以办。只要
手续齐全，我们将在7个工作日内办好，并第一
时间通知您。”

近日，记者在新郑市国家税务局和庄税务
分局办税服务室见到了这样一幕。自去年6月
起，新郑市纳税人依申请发起的税收业务，在市
内任何办税服务厅（室）均能办理，实现税收业
务“一城通”。

产业集聚区已逐步成为各地招商引资的落
脚点和“营养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电机”和

“助推剂”，新郑市相关职能部门，大力支持产业
集聚区发展。根据产业集聚区的特点，采取多
项措施，全面梳理各类优惠政策及服务措施，不
断强化政策服务水平。

新郑市以开展“加强政府诚信，推进政府自
身建设”系列创建活动为抓手，以食品、药品等
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为重点，提升
政府公信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市所
有涉批、涉证、涉费的审批服务事项均在政府网
站上公布；所有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和公开
的审批服务项目，均实行一窗办理、限时办结；
所有土地招拍挂、政府各类工程招投标、政府集
中采购等均纳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管理。开展
诚信企业、诚信商户争创活动，保护诚信行为，
惩戒失信行为。

以文化促民和
加强法治建设

和煦的阳光下，新郑市和庄镇付庄村一片
和谐的景象：该镇综治工作中心的工作人员积
极主动地为群众排疑解难，刚刚还面带愁容的
群众逐渐喜笑颜开，高兴地给工作人员送上热
腾腾的开水。这样的情景并不是“个例”。这种

“下访接访早防范”的做法，不仅为老百姓简化
了办事程序，还及时化解了矛盾。在新郑市其
他乡镇或街道，像付庄村这样的“流动”办公形
式已蔚然成风。

每月 15 日，新郑市四大班子领导、市直单
位和1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都抽调干部集中到
乡村、社区、企业下访，干部把这一天称为“下访
工作日”，群众则亲切地称之为“百姓日”。

新郑市长期坚持干部下访，变群众上访为
领导下访，变领导下访为群众家访，变群众家访
为群众息诉罢访，把大量信访问题和社会矛盾
解决在基层，解决在社区、村头，稳大局、安民
心，经济稳定发展，群众心情舒畅。

幸福生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新郑市以
“六五”普法教育活动为载体，增强群众法制观
念和群众信访条例宣传教育，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城乡群众安全感指数位居全省首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新郑文化活动不
仅走进了群众心里，而且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催生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市
民、单位也正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参与这项“民心
工程”，对促进新郑群众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
展、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构筑平安和谐新郑起着
巨大的推动作用！

别出心裁贴心服务
每年参与大典的有上万人，拜祖广

场秩序井然让人惊叹不已。据故里景区
负责人介绍，根据每年大典和拜祖现场
的基本情况，设计出拜祖大典现场站位
图，将拜祖大典证件制作和证件发放与
之相吻合，能迅速顺畅地找到自己的位
置。

该负责人介绍，虽说有志愿者引
导，但是如果每个人不固定位置，来回
走动，不仅影响直播画面，拜祖也会显
得不那么庄重。“我们就想，如何能让嘉宾
迅速、便捷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我们
的‘能人’发明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站位
贴。”

记者拿过一个仔细观察，感觉和平
时的胸贴没什么两样，简单往地上一贴
就可以。“看着容易，老天不给力，就这小
小的站位贴让我们整整贴了三四遍。”该
负责人笑着告诉记者，由于大典彩排的
几日天气并不如意，一夜雨，一夜风，贴
好的站位图转眼就乱七八糟了，只得重
新来过。

“这一项工作，我们换了好几班人
呢！”该负责人说，他自己也参与了此项工
作，结果腰弯得直不起来了。“本想着早点
贴完完事儿，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啊，
真应该和铺地毯的一起进行了，呵呵！”

在大典举办前夕，考虑到前来拜祖
的嘉宾有一部分老年人，年事已高，不
能长时间站立，可是敬拜始祖又不能是
坐着的，大典办就在大典现场两侧的长
廊准备了一些折叠椅，由志愿者时刻注
意方阵内的每一位年事高的嘉宾，一旦
有人出现身体不适，都会由志愿者将其
引领至旁边，坐在椅子上稍事休息，严
重的还会由志愿者通知现场的医疗队
伍，对其进行现场救助。这样既体现出
筹备大典的人文关怀，又保证大典直播
的效果。

新
郑
：
乘
大
典
东
风
打
造
华
夏
文
明
传
承
区

精彩大典背后有我
——记拜祖大典志愿者

本报记者 刘冬 高 凯刘栓阳 实习生 王远洋 通讯员 时 凯 文/图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7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从最初不为人知的民间活动，逐渐变成“中华第一典”，
留给每一位炎黄子孙的是震撼、骄傲、感动和期待，一次又一次的凝心聚力，洗涤心灵，荡气回肠。

在新郑，从四大班子领导到普通干部职工，再到广大市民，竭尽所能，为了让这场大典更加流光溢彩，更
加色彩斑斓而默默奉献。黄帝故里也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格外美丽。

近日，本报记者走近他们，为读者讲述大典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大典仪程为什么是九项？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中，“九”是被认

为最大的数字，有称国家君主为九五之尊，形容
人讲信用就用一言九鼎这个成语，“九”也是“久”
的谐音，有长久之意。九项仪程是最庄严、规格
最高的典礼。

2.为嘉宾洗尘中，为什么要用柳条？盛水的
器皿是什么？

柳枝，在中医上是一味重要的中药，有祛
风、止痛、消肿的作用。用柳枝来为客人接风
洗尘，就有一种驱邪气、辟邪的寓意。同时，

“柳”也通“留”字，寓意让客人多留一会儿、
多留几天的意思。

用的器皿是黄帝宝鼎：采用的是8000年前新
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乳钉纹陶鼎形式，全
部由青铜铸造而成为三足圆鼎，鼎腹有九龙，寓
示九州，龙首有玉珠，象征国家之光，鼎足为熊
足，寓意黄帝立国于有熊。

黄帝始铸鼎，鼎文化源远流长。鼎作为中国
最早的礼器，是礼仪文化的象征，是以礼仪治国
的一种集中体现。当今社会生活中，鼎成为中华
文化的一个特征，成为安定、团结、和谐、统一的
象征。

3.净手上香环节，手腕粗细的香一点就着，
是怎么做到的？

拜祖大典上使用的是拜祖专用香，嘉宾们点
香时不可能等太长时间，为了缩短点香时间，确
保每支香都能够一点就着，负责今年大典专用香
改造的高志刚可算煞费苦心，每支香都经过他的
精挑细选。在香头处经过了特殊的处理，并且为
了不让嘉宾们手上沾上香的颜色，高志刚还别出
心裁在每一支香上面喷上透明漆，不但保证了大
典直播的效果，还起到了手不沾香末的作用。

4.乐舞敬拜环节，为什么演员出来要先面向
黄帝像跪拜？

今年的乐舞敬拜仪程，是由央视导演组根据
历届大典的乐舞仪程重新编排的。整个仪程，不
但结合时代元素，同时又表达炎黄儿女对人文始
祖的崇敬之情，邀请的演员是全部来自郑州歌舞
剧院的专业舞蹈演员。

5.大典告成红色气球一瞬间漫天飞舞，是怎
么做到的？

大典放飞气球的环节，抽调了新郑市的 200
多名中学生，对这一环节进行了反复的演练，要
求每一名学生在放飞气球时精神高度集中，牢记
放飞气球的乐点和词点，当仪式进行到该点时，
所有人同时放飞，才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拜祖大典
鲜为人知的那些事儿

3 月 24 日 6 时，距离壬辰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开始还有近 4 个小时，当人
们还沉浸在甜蜜梦乡的时候，新郑市供
电公司保电员工就开始了拜祖广场一
墙之隔的电力巡查。

西环路线城后至郑韩路沿路线杆，
记者见到每一基线杆就有一名头戴安
全帽的电力员工盯守，“我们的任务就
是紧盯沿路线杆，这次盯守任务出动了
几十个人，我负责的是郑韩路43号杆。”
线路保电组员工李强说。

“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在开
始。”随着主司仪响亮地宣布拜祖大典
开始，主会场西侧主控柜旁，负责主会
场西侧主控柜的保电员工李刚、张胜利

迅速紧张起来。李刚用电流表监测着
电流，实时读取负荷波动情况，张胜利
在旁边迅速记录，并随时准备当主电源
失电时，严格按照操作将主控柜切换到
备用电源运行。

汉阙西侧控制柜旁，负责汉阙西侧
转播车可靠供电的李松民正在细心监
测着控制柜内设备运行情况。各大电
视广播媒体和知名网络媒体现场转播
车的电力供应，都由该控制柜送出。

“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告成。”
随着主司仪宣布拜祖大典的结束，供电
公司的工作人员用辛勤的汗水保障了
供电安全可靠，用实际行动展示了电力
铁军的风采。

拜祖不能忘“赵国鼎们”
3 月 22 日，年近八旬的赵国鼎坐在

办公室里，看别人为拜祖大典忙碌。而
在20年前，正是他痴迷于求证黄帝故里
到底在哪里。

“我第一次知道黄帝出生在新郑具
茨山附近，是在1939年。”赵国鼎平静地
说。后来，一次海南老乡的寻根之旅刺
激了他，一句玩笑话成了他的心病——
黄帝故里究竟在哪里？他翻阅《史记》发
现有这样的记载：“黄帝居于轩辕之丘。”
其注释更详细地指出“生于寿丘”，且在
鲁东门外。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赵国鼎利用工
作之余，一连跑了 3 趟山东。但他既没
有找到相关遗迹，也没有听到多少民间
传说。很多时候，他和朋友说话，说着说
着就走神了。晚上睡觉，他会忽地坐起
来查史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赵国鼎的努力渐
渐得到公众的认同。在中国历史博物
馆，赵国鼎查阅了《水经注》，上面有一句
十分关键的话，“新郑城内有黄帝遗
祠”。在中华书局，《国语》中有这样的记
载：“黄帝炎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有
熊国，今郑也”。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
纪》、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有新郑是黄帝
故里的说法。这些都足以证明，新郑正
是黄帝故里。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荣耀的背
后，有一群像赵国鼎一样的人们在默默
奉献，有太多人的推动和努力。”新郑市
相关负责人说，拜祖大典和新郑人不应
该忘记他们，全世界的华夏儿女、炎黄子
孙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大典前夜8时，由于要采访出席嘉
宾，记者们早早来到拜祖广场等待，摩
拳擦掌，嘴里呼出白色的哈气。

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裹着厚厚
的军大衣。然而在忽明忽暗处，有一
部分人居然“美丽冻人”，穿着单薄的
衣服，甚至还挽起了袖子。“老乡，这天
不冷吗？”“你看俺干的啥活儿，衣服都
湿透了。”原来，这 20 多名工人是负责
地毯铺设的。

该组负责人介绍，由于前期排练
的人员比较多，提前铺好红地毯容易
踩脏，只能在大典的前一天晚上进
行。“别看只是推开、铺好，可费劲了。
铺几米，就得拿直线比对比对。晚上
光线不好，很累眼。”该负责人说，有时
稍微不注意，铺了很远，有一点歪，就
得重新再来。

工人们说，遇到光线不好的地方，
干脆打开手电放地上，沿着光线铺会
比较直一点。

从鼎坛南侧的贵宾下车处到拜祖
广场的拜祖舞台，一共要铺设 6000 多
平方米。“下午3点多就开始了，但是白
天进行得慢。有你们一样来采访的，
有来踩点的，还有不少筹备工作没彻
底做好的，很影响进度。全部结束要
到早上5点多。”该负责人说。

大典结束后，景区管委会负责
人谈起大典的筹备工作，包括大典
办在内的十二个工作组都付出了艰
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劳动，记忆
最深的就是大典现场地毯的铺设工
作。用他的话说：“没有他们汗流
浃背的一个通宵，就没有那么亮丽
的拜祖之路。”

一墙之隔的保电员

大典前夜他们汗流浃背

工人清洗拜祖大典用的地毯。

为拜祖大典背景板喷漆。

志愿者在制作大典背景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