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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郑州日
报》武建玲 高凯）凝聚炎黄子孙力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昨
日，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郑市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
的各界嘉宾近8000人亲临现场，共拜人文始祖，祈愿民族团结
和谐、祖国繁荣富强。

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政协河南省
委员会、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
同胞联谊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
政协郑州市委员会、新郑市人民政府承办，主题延续保持为“同
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

参加拜祖大典的领导和嘉宾有：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海峰，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及夫人蒋黄美伦。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孙亚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谭天星，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谊会会长汪毅夫，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党组书记、副会
长梁国扬，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李卓彬，中华炎黄
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德润等主办单位领导；中央统战部副
部长林智敏、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外交部原副部长万永祥

等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
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海外侨胞。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省委副书
记、省长谢伏瞻，省政协主席叶冬松等省四大班子领导；河南省
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马懿等郑
州市四大班子领导；中共新郑市委书记王广国、市长张国宏及
社会各界代表。

昨日的新郑晴空万里，春意盎然。黄帝故里景区松柏青
青，旗幡招展，黄帝像庄严伟岸，令人起敬。嘉宾们怀着崇敬的
心情，陆续步入拜祖广场，共同期待着激动人心的一刻。

叶冬松首先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代表河南省和一
亿河南人民，向参加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
的感谢。他说，河南新郑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出生地、
创业地、定都地。5000年前，黄帝在我们脚下这片沃土创造了
光辉灿烂的黄帝文化，孕育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如今，黄
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文化，已经成为保持民族特性、维
系民族情感的精神纽带，成为促进祖国统一、加强人民团结的
文化基础，成为激励炎黄子孙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力量源
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了我们伟大祖国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光明前景。谋跨越求崛起、建小康富人民、
兴河南强中原的中原梦，展现了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恢宏画

卷。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我们可以凝聚所有发展力量，创
造一切美好未来。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再次聚首祖
根圣地，恭拜始祖黄帝，让我们共同祈愿中华民族团结和谐，伟
大祖国繁荣富强，华夏儿女吉祥幸福，中原大地灿烂辉煌！

孙亚夫代表大典主办单位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致
以热烈欢迎和亲切问候。他说，新的时代，我们祭拜轩辕黄帝，
是在绵延中华民族的认同，弘扬中华文化的理念，维护中华儿
女共同的精神家园，表达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崇高愿望，鼓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满腔豪情。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
奋斗，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建设了广袤美好的共同家
园，铸就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自近代以来，我们中华民族
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如今，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
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光荣的梦想。这是中国梦，是
每个中国人的梦，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实现这个史诗般的梦
想，要靠全体中华儿女——大陆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
湾同胞、海外侨胞不懈的共同奋斗。十几万万中华儿女紧密团
结、携手努力，汇聚出无比强大的力量，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9 时 50 分，大典主司仪、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汪
毅夫宣布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开始！

大典共有九项仪程：
——盛世礼炮。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鸣炮21响。
——敬献花篮。李海峰、许嘉璐、郭庚茂、谢伏瞻、谭天星、

李卓彬、梁国扬、吴天君、马懿、王广国、张国宏等分四组先后向
黄帝像敬献花篮。

——净手上香。蒋孝严夫妇，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
会荣誉会长张汉文，香港铜锣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济华，加
拿大潮商会会长林少毅，美中国际商会主席兼会长王智文，中
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副会长、新世纪成功集团董事长李玉玲，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的代表吴程，中国公益
事业促进会副会长、中华慈善大使周森等先后走到拜祖台前，
分三组净手敬香。

——行施拜礼。参加拜祖大典的全体人员向黄帝像三
鞠躬。

——恭读拜文。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
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恭读《拜祖文》。

——高唱颂歌。由著名歌唱家佟铁鑫、王莉领唱，现场合
唱演员与全体参拜人员共唱庄严肃穆的《黄帝颂》。

——乐舞敬拜。韵律悠远的古乐声中，60 名演员翩翩起
舞，表达世代子孙对人文始祖黄帝的追思和敬仰之情。

——祈福中华。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吉林大学党委副

书记刘晓民，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院长李新亚，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作家周大新，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副会长杨波，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中华两岸文经观光协会
名誉理事长、台湾陆资来台投资服务协会理事许文彬，香港文
汇报社副社长冯瑛冰，澳门世界华人商贸联谊总会会长林健
生，美国“十万强”基金会发起人执行董事方李邦琴，美国河南
总商会会长翟金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太极文化专业委员会
名誉会长、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陈小旺，五粮
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中国，湖南红太阳演艺集团董事长施
杰，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中国好人”提名奖获得者、郑州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五大队民警杨华民，江西省德兴市李宅
乡宗儒村村民、全国道德模范陈美丽等，在祈福树上悬挂由个
人签名的祈福牌，并登上拜祖台，在拜祖文长卷上用印，表达对
祖国民主富强文明和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深
祝福。刹那间，大典现场礼花飞扬、金龙吐水。

——天地人和。来自香港、澳门、台湾、郑州的小朋友马铭
璟、蒙家昊、魏齐萱、赵之域，在黄帝像前放飞彩色的气球，放飞
中华儿女对盛世昌平的期盼，对世界和平的希望。

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盛况空前的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典礼告成。

境内外100余家新闻媒体报道了大典盛况。

凝聚民族心 共圆中国梦

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隆重举行
李海峰郭庚茂谢伏瞻等出席 许嘉璐恭读拜祖文 汪毅夫主持 叶冬松孙亚夫致辞

艳阳送暖、清风荡漾，黄帝故里春光潋滟。
昨日上午，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郑举行。
这是一场民族祖根圣地的大团聚，来自海内外的8000名

炎黄子孙，怀着同样虔诚、同样炽热，共拜始祖，祈福中华。

炎黄子孙回家了
当朝阳露出清新笑脸，黄帝故里——新郑已早早“醒来”。
上午8时30分，载着八方宾朋的车辆依次而来。
道路两旁，桃红柳绿，春色正新。
旭日蓝天下，通高 6.99 米的黄帝宝鼎，在 3.9 米高的鼎坛

上巍然耸立。鼎腹的九龙，寓示九州；龙首的宝珠，象征国家
之光。一条通道穿过鼎坛，从广场入口一直延伸到汉阙前。

汉阙门，正是黄帝故里的大门，浮雕华美，端庄肃穆。
伴随着铿锵悠远的迎宾曲，饱含着回家的喜悦，怀揣一颗

颗赤子之心的海内外华人代表依次走进黄帝故里。
从古到今，轩辕子孙的心是相通的，走过轩辕桥，嘉宾们

怀着虔诚的心走向拜祖广场，带着对故乡的思念、对始祖的崇
敬，共拜轩辕，共缅祖德，共叙乡情。

“黄绸海”夹道迎亲
9时20分，入场仪式正式开始。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拜祖大典“务实、节俭、隆重、大方”，没

有摆放鲜花，连以往的迎亲演出也大幅减少。
百家姓广场，排列整齐的姓氏墙上，

3000 个姓氏几乎可以让每一个认祖归宗
的炎黄子孙找到“家”；260名白衣少年排
着整齐的队伍，扯起两面近千平方米的旗

帜上下翻滚。
“往年我们都会按照要求组织学生参加盘鼓表演，今年只

有这 260 名学生参加表演，并且非常简单。”新郑市中等专业
学校副校长刘俊岭告诉记者。

虽然会场内外陈设“简朴”，可参会者浓浓的热情和喜悦，
却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个人。

当拜祖嘉宾入场时，两面分别写着“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
和睦和谐”、“回家拜祖圆梦”的旗帜缓缓展开，明亮的“黄绸
海”夹道欢迎亲人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拜祖大典精简了不少延续多年的
程序，但现场热烈气氛一如往昔。

衷心许愿祈福中华
进入拜祖广场，矗立中央的金黄色祈福树格外耀眼。
阳光下，片片树叶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四根包裹成金黄

色的柱子屹立于祈福树的四周，将这里映衬得庄重而神圣。
“祈福祖国繁荣昌盛”、“祈福民族和谐”……一个个祈福

牌代表着炎黄子孙的虔诚心愿，写满着中华儿女对祖国繁荣
昌盛的祝福和期盼。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9时50分，大典开始。
天地玄黄，东方曙光；文明始祖，中华炎黄……音乐响起，

成人合唱队和少儿合唱队站在祈福树下齐声高唱《黄帝颂》，
著名歌唱家佟铁鑫、王莉领唱。

庄重悠扬的颂歌在广场上回荡，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
也唱出了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悠久流长。

10 时 30 分，祈福中华。在雄壮的《龙的传人》歌声中，18
名优秀中华儿女代表在祈福树上悬挂由个人签名的祈福牌，

共同祈福民族繁荣、祖国富强。拜祖台，嘉宾们在
拜祖文长卷上用印，表达对祖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深祝福。

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梦
台湾善慧恩行善基金会的创始人黄弘仁是第一次参加拜祖

大典，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三年前他就计划来新郑礼拜始祖，却
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今日得以圆梦，内心激动不已。

祖籍福建的黄弘仁1989年来到台湾，这次他号召基金会
的20多名成员一起寻根中原。他说，黄帝是中华民族一脉相
承的祖根，更是海内外华人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以前都是
通过电视收看拜祖大典，这次来到现场，更加深入感受到炎黄
子孙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同行的刘朝泰先生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拜祖大典，现居台
湾高雄的他经常告诉子孙一句话：炎黄子孙同根，华夏民族
同源。

“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梦，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复兴之
梦，我们要为之不懈努力。炎黄子孙血脉相连、薪火相传，如
果有机会，我真希望年年参加这样的盛会。”黄弘仁说。

在此歌唱很幸运
春风中，美妙的歌声在广场上空飞扬。本次拜祖大典的

伴唱团由 60 个成年人和 40 个孩子组成，其中年龄最小的只

有7岁。
王娅奇，黄河科技大学大一新生，学音乐表演的她今年第

一次参加拜祖活动。“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感觉很荣幸。”她告诉
记者，为了参加这次活动，她们一个月前就开始严格集训，“毕
竟我们站到这儿就代表着河南形象。”

合唱团里年龄最小的是翟家瑶，今年刚满七岁，是上街新
建小学一年级学生，别看年龄小，她可是远近闻名的小明星。
女孩告诉记者：“能在这里唱歌，是我的幸运。”

放飞祝福和期盼
时针指向 10 时 35 分，当大典接近尾声，在悠扬的音乐声

中，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郑州的4名小朋友，手捧着气球
束缓缓走来，他们手捧的气球下都悬挂着一个祈福牌，祈福牌
上写下的是他们对祖国的真挚祝福。

来自香港的马铭璟是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祝愿祖国繁
荣昌盛”是她的祈福心愿。小铭璟告诉记者：“能来参加拜祖
大典，感觉特激动、特自豪，爸爸妈妈也都感到骄傲。”

来自澳门的蒙家昊看起来颇为羞怯，可他却工工整整在
祈福牌上写下“澳门中国一家亲”的真诚祝愿。

来自台湾的魏齐萱已经是第 5 次参加拜祖大典，他早已

把郑州当作了第二故乡；来自郑州的赵之域年纪最小，“祖国
万岁”四个大字是孩子的心意表达。

当孩子们放飞气球的刹那，全场人和4个孩子一起，默默送
上衷心祝愿：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愿56个民族团结友爱……

期盼自己还能再来
“拜祖大典比想象中还要壮观，还要震撼，我希望自己下

次还能再来。”大典已经落幕，来自新加坡的许梦丰老人痴痴
地站在祈福树旁，久久不愿离去。

“拜祖大典为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提供了难得的团聚机会，
让我们找到了梦牵魂绕的根。”许梦丰说，自己生在新加坡，
父母是潮州人。10年前，许梦丰来过郑州，10年后，当他故地
重游，发现郑州带给他巨大的惊喜。这一次，和他一起来的还
有 4 位“盟友”，全部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和他一样，老人对
寻根之旅有着共同的心愿，“有生之年，希望我们能再来。”

此次拜祖之行，他和同行的伙伴还带着“任务”，那就是参
加这里的书画交流展。作为书画爱好者，他们从新加坡带来
了名家书画，在书画交流展上展出。许梦丰说，来到故里，要
做的不仅是欣赏他的巨变，更要学习中原源远流长的历史文
化，并把它们带回去继续发扬、传承。

同根同源血脉情深
同拜始祖祈福中华

——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侧记

本报讯（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郑州日报》汪辉）昨
日上午 10 时 50 分，拜祖大典刚刚结束，同时由郑州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等全球50家华语电台组织的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大
联播也获得了成功，实现了多国家、多语种、多媒体同步联播。

这次大联播阵容庞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王明华亲自带领华语
环球广播中心、《中国之窗》、《客家之声》、梅州工作室、广州工作站等工作部
门负责人一起参与，郑州电台更是联系了海峡之声、北部湾之声、台湾快乐
联播网、台湾宝岛联播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等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华语广
播，同时邀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国家的华语电台一起参与，参与
联播的电台达到50家。

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联播中，主创人员特别策划了“此时此刻，全球瞩
目”环节，与来自美国、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的华语主持人连线，请他们报道
此时此刻当地华人关注拜祖大典的情况。拜祖大典进行当中，主持人和嘉
宾就中原文化、客家文化、大典仪程以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郑州
的新发展进行了充分讨论，向海外听众展示了郑州深厚的历史和当代的快
速发展。大典结束后，先后有8位拜祖嘉宾走进现场直播间畅谈拜祖感受。
大典结束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哲走进直播间，看望慰问直播团队，并
高度评价本次大联播。

拜祖大典国际
大联播成功举行

万物诞生，因梦想生长；万物葳
蕤，使梦想永在。先人筚路蓝缕，践
义成仁；后代承继其志，执灯前行。

昨日，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在新郑黄帝故里隆重举行。这是
华人世界的一次盛会，是造福中华、
造福中原的盛典。黄河滔滔，嵩岳
苍苍。这里萦回旧梦、新梦，这里艳
阳温暖、惠风和畅、杨柳堆烟，八千
海内外炎黄儿女心怀虔敬之情，敬
怀先祖，祈福告祥，用庄重、肃穆的
礼俗仪式，共同完成了对中华五千
年人文始祖的祭拜。

今又三月三。“三月三，拜轩
辕”。“上巳日”，是人出门踏青的日
子，也是炎黄儿女回想和铭记传统
的时候。此时，万物复苏，天清地
明，炎黄儿女三拜千秋之盛，寄望大
典永昌，用九项仪程规制追本溯源，
高唱颂歌，祈福中华，表达对中华未
来、世界未来的最美好祝愿。

连续举办多届的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取得了丰硕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成果。每年，数以万计的
海内外华人云集中华文明发祥之
地，缅怀先祖丰功伟绩，祈福民族文
化复兴，加深了炎黄儿女的民族认
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黄帝故里拜祖大典2012
年又荣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
根亲文化盛事”。拜祖大典，已为
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认知，并由区域
性的纪念活动发展成为海内外炎
黄子孙寻根团聚的盛大节日，成为
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原梦，建设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载体
和平台。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是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

主题，也是广大中华儿女汇集心愿、表达意愿的一种识认符号。
一年一度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给人们以家园般的深情召唤，具
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今年的拜祖大典，本着“实效、持续、
隆重、大方、节俭”的要求，提升举办水平，巩固品牌优势，使拜祖
大典成为弘扬文化、凝聚人心、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造福中华
的兴邦盛典。

中国梦、中原梦，是炎黄儿女对中华文明未来的真诚企盼，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意志。同根同祖同源是根本是
优势，和平和睦和谐是愿景是追求。“中原崛起，步履锵锵。夙夜
匪懈，怵惕自强”。我们要作出不懈的努力，寻求共生的精神空
间。我们要进一步发挥文化优势，继承弘扬中原文化，并以强有
力的实际行动，推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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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阳露出清新笑脸，黄帝故里——新郑已早早“醒来”。
上午8时30分，载着八方宾朋的车辆依次而来。
道路两旁，桃红柳绿，春色正新。
旭日蓝天下，通高 6.99 米的黄帝宝鼎，在 3.9 米高的鼎坛

上巍然耸立。鼎腹的九龙，寓示九州；龙首的宝珠，象征国家
之光。一条通道穿过鼎坛，从广场入口一直延伸到汉阙前。

汉阙门，正是黄帝故里的大门，浮雕华美，端庄肃穆。
伴随着铿锵悠远的迎宾曲，饱含着回家的喜悦，怀揣一颗

颗赤子之心的海内外华人代表依次走进黄帝故里。
从古到今，轩辕子孙的心是相通的，走过轩辕桥，嘉宾们

怀着虔诚的心走向拜祖广场，带着对故乡的思念、对始祖的崇
敬，共拜轩辕，共缅祖德，共叙乡情。

9时20分，入场仪式正式开始。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拜祖大典“务实、节俭、隆重、大方”，没

有摆放鲜花，连以往的迎亲演出也大幅减少。
百家姓广场，排列整齐的姓氏墙上，3000个姓氏几乎可以

让每一个认祖归宗的炎黄子孙找到“家”；260 名白衣少年排
着整齐的队伍，扯起两面近千平方米的旗帜上下翻滚。

“往年我们都会按照要求组织学生参加盘鼓表演，今年只
有这 260 名学生参加，并且非常简单。”新郑市中等专业学校

副校长刘俊岭告诉记者。
虽然会场内外陈设“简朴”，可参会者浓浓的热情和喜悦，

却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个人。
当拜祖嘉宾入场时，两面分别写着“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

和睦和谐”、“回家拜祖圆梦”的条幅缓缓展开，明亮的“黄绸
海”夹道欢迎亲人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拜祖大典精简了不少延续多年的
程序，但现场热烈气氛一如往昔。

艳阳送暖、清风荡漾，黄帝故里春光潋滟。
昨日上午，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郑举行。
这是一场民族祖根圣地的大团聚，来自海内外的8000名炎黄子孙，怀着同样虔诚、同样炽热，共拜始祖，祈福中华。

炎黄子孙回家了

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梦
台湾善慧恩行善基金会的创始人黄弘仁是第一次参加

拜祖大典，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三年前他就计划来新郑礼拜
始祖，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今日得以圆梦，内心激动
不已。

祖籍福建的黄弘仁1989年来到台湾，这次他号召基金
会的20多名成员一起寻根中原。他说，黄帝是中华民族一
脉相承的祖根，更是海内外华人魂牵梦萦的精神寄托。以
前都是通过电视收看拜祖大典，这次来到现场，更加深切感
受到炎黄子孙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同行的刘朝泰先生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拜祖大典，现居
台湾高雄的他经常告诉子孙一句话：炎黄子孙同根，华夏民
族同源。

“中国梦是我们共同的梦，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复兴之
梦，我们要为之不懈努力。炎黄子孙血脉相连、薪火相传，
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年年参加这样的盛会。”黄弘仁说。

在此歌唱很幸运
春风中，美妙的歌声在广场上空飞扬。本次拜祖大典

的伴唱团由60名成年人和40名孩子组成，其中年龄最小的

只有7岁。
王娅奇，黄河科技学院大一新生，学音乐表演的她今年

第一次参加拜祖活动。“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感觉很荣幸。”她
告诉记者，为了参加这次活动，他们一个月前就开始严格集
训，“毕竟我们站到这儿就代表着河南形象。”

合唱团里年龄最小的是翟家瑶，今年刚满7岁，是上街
新建小学一年级学生，别看年龄小，她可是远近闻名的小明
星。女孩告诉记者：“能在这里唱歌，是我的幸运。”

放飞祝福和期盼
时针指向 10 时 35 分，当大典接近尾声，在悠扬的音乐

声中，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郑州的4名小朋友，手捧着
气球束缓缓走来，他们手捧的气球下方都悬挂着一个祈福
牌，祈福牌上写下的是他们对祖国的真挚祝福。

来自香港的马铭璟是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祝愿祖国
繁荣昌盛”是她的祈福心愿。小铭璟告诉记者：“能来参加
拜祖大典，感觉特激动、特自豪，爸爸妈妈也都感到骄傲。”

来自澳门的蒙家昊看起来略为羞怯，他工工整整地在
祈福牌上写下真诚的祝愿。

来自台湾的魏齐萱已经是第五次参加拜祖大典，他早
已把郑州当作了第二故乡；来自郑州的赵之域年纪最小，

“祖国万岁”四个大字是孩子的心意表达。
当孩子们放飞气球的刹那，全场人和4个孩子一起，默

默送上衷心祝愿：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愿 56 个民族团结
友爱……

期盼自己还能再来
“拜祖大典比想象中还要壮观，还要震撼，我希望自己

下次还能再来。”大典已经落幕，来自新加坡的许梦丰老人
痴痴地站在祈福树旁，久久不愿离去。

“拜祖大典为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提供了难得的团聚机
会，让我们找到了魂牵梦萦的根。”许梦丰说，自己生在新
加坡，父母是潮州人。10 年前，许梦丰来过郑州，10 年后，
当他故地重游，发现郑州带给他巨大的惊喜。这一次，和他
一起来的还有4位“盟友”，全部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和他
一样，老人们对寻根之旅有着共同的心愿：“有生之年，希望
我们能再来。”

此次拜祖之行，他和同行的伙伴还带着“任务”，那就是
参加这里的书画交流展。作为书画爱好者，他们从新加坡
带来了名家书画，在书画交流展上展出。许梦丰说，来到故
里，要做的不仅是欣赏她的巨变，更要学习中原源远流长的
历史文化，并把它们带回去继续发扬、传承。

进入拜祖广场，矗立中央的金黄色祈福树格外耀眼。
阳光下，片片树叶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四根包裹成金

黄色的柱子屹立于祈福树的四周，将这里映衬得庄重而
神圣。

“祈福祖国繁荣昌盛”、“祈福民族和谐”……一个个祈福
牌代表着炎黄子孙的虔诚心愿，写满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繁荣
昌盛的祝福和期盼。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9时50分，大典开始。
天地玄黄，东方曙光；文明始祖，中华炎黄……音乐

响起，成人合唱队和少儿合唱队站在祈福树下齐声高唱《黄
帝颂》，著名歌唱家佟铁鑫、王莉领唱。

庄重悠扬的颂歌在广场上回荡，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
也唱出了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10 时 30 分，祈福中华。在雄壮的《龙的传人》歌声中，18
名优秀中华儿女代表在祈福树上悬挂由个人签名的祈福牌，
共同祈福民族繁荣、祖国富强。拜祖台，嘉宾们在拜祖文长卷
上用印，表达对祖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深深祝福。

衷心许愿祈福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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