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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恭拜轩辕
黄帝大典礼成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4月 16日上午，癸卯年香港恭拜轩辕
黄帝大典在新界乡议局大剧院举行。

本次活动由香港客属总会、新界乡议局、河南省客家联合会
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香港友好协进
会、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香港教育
工作者联会等作为支持机构。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何靖，
中联办社团联络部部长钟吉昌，中联办九龙工作部副部长
李文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健民，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全国政
协常委、香港友好协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香港义工联盟主席
谭锦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客属总会主席吴惠权，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客属总会执行主席曾智明，新界乡议局副
主席林伟强，新界乡议局副主席莫锦贵，河南省客家联合会会
长赵国新，河南省客家联合会执行会长赖谦凡，港区省级政协
委员联谊会副会长、江苏省政协常委、召集人马忠礼，全国政
协委员、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主席涂辉龙，全国人大代表、香
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以及香港各界侨领、知名企业
家、社会贤达、青年才俊、中小学生和当地市民 700 余人出席
活动。

作为大典主礼嘉宾代表，曾智明在致辞中说，黄帝是中华
民族的文明始祖、人文共祖。通过此次恭拜活动，就是要让更
多的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坚定文化自
信，表达香港同胞弘扬爱国精神，促进香港由治及兴的责任和
担当。

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共有九项仪
程：麒麟纳福、敬献花篮、净手进爵、行施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
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

香港客家麒麟队呈现的“麒麟纳福”，拉开大典仪式的序幕。
谭耀宗代表大会恭读拜祖文，现场全体人员同声跟读。大

家以炎黄子孙为荣，向中华文明始祖致敬，并对祖国和平统一发
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达深情的祝愿。

“天地玄黄，东方曙光，文明始祖，中华炎黄……”全国政协
委员、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领唱《黄帝颂》，大埔旧墟公立学
校（宝湖道）合唱团学生以真挚的童声伴唱。随着肃穆庄重的乐
曲，莫华伦雄厚激昂的高歌，孩子们清纯的合唱，把现场的人们
带向了对文明始祖深沉的敬仰之中。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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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章 “文明体验”（下）

科创换道领跑 金融聚势腾飞 项目遍地开花

郑东新区：当好发展“火车头”创新“发动机”
本报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盼冯捷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
的《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学习读本》（以下简称《读本》）
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中国农业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重农强农持续响鼓重槌，推动农

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
农”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读本》共分 16 个专题，从“三农”
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定位、发展
目标和重点任务、制度框架和政策
体系等方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
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作了阐释。

《读本》的出版，有利于广大干
部群众全面、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步伐，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
奋斗。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阳春三月，站在古都郑州历览山河，目
之所及，一条大川蜿蜒而来又澎湃东去，诉
说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肇始与成长；一座
有着 36亿年历史、最早跃出海面的“峻极
于天”的大山，同样见证着中华文明的赓续
与辉煌。

令人骄傲的是，这条大川和这座大山，
在郑州这片热土“心手相牵”，共同孕育了
灿烂的中华文明。

一河炳千古
黄河在蜿蜒万里滔滔不息的流淌中，

把西部黄土高原的泥沙携至下游，冲击创
造了大片的良田沃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
孕育了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正是有了这
种自然条件，中华民族的先人在这块土地
上繁衍，走出蛮荒，中华文明得以肇始。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那
郑州就是黄河母亲的长子，以‘华北轴，百
川口，悬河头，万古流’的重要区位成为黄
河流域当之无愧的黄河之都。”历史文化学
者阎铁成说，黄河流至郑州后，两岸没有了
高山的阻挡。它从上游带下来的大量泥沙
不断地淤积、加高，河道像扇面一样打开，
造就了大量的沃野平原和良田，扇轴的地
方就是郑州。

“我们说郑州是‘华北轴’，强调的就是
郑州在黄河流域华北地区的轴心地位。‘百
川口’‘悬河头’分别指的是由于河道变迁，
黄河流至郑州后，向东北、东南发散出了很
多河川；黄河悬河奇观的起始位置在郑
州。至于‘万古流’，指的则是黄河在郑州
地区奔流了100多万年。郑州作为黄河之
都的地位，一目了然。”阎铁成说。

万里黄河百万年，璀璨历史在中原。
行走在黄河之滨郑州，这里有距今 10

万年的织机洞遗址、5万年的老奶奶庙遗
址、1万年的李家沟遗址、8000 多年的裴
李岗遗址、6800多年的大河村遗址、5300
多年的双槐树遗址、4100多年的王城岗遗
址、3600多年的商城遗址……有考古学家
认为，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

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更系统；没有哪
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
从氏族时代到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
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一山写春秋
在郑州西南部，挺立着绵延百公里的

中岳嵩山，作为中华大地上最早跃出海平
面的高山，它的跃出形成了亚欧大陆第一
块陆地，为人类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现代
考古证明，中国古人迈入现代人，是率先在
嵩山地区完成的。老奶奶庙遗址、李家沟
遗址、裴李岗遗址……这些代表我国旧石
器文化、新石器文化的标志性遗址都在嵩
山脚下。

有感于此，2006年，学者宋宗祧提出，
如果说黄河是滋养华夏儿女生命的母亲
河，那么嵩山便是造就华夏民族性格的父

亲山。春秋轮转中，它们联袂肇始并见证

着中华文明的成长与壮大，不断地诉说着

中华文明的传奇与辉煌。

甲骨文中的“岳”字，大多数学者都认

为指的是嵩山。“祈年于岳”“嵩高维岳”，嵩

山的名字不仅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还出

现在殷墟卜辞里。从古至今，嵩山都被视

为天地之中的名山，与天沟通、对话的地

方，备受古人尊崇。在宋宗祧看来，嵩山、

黄河共同在郑州及其周边地区孕育出最早

中国。

“在中华大地上，像嵩山这样诞生如此

精彩文明、像黄河这样被全国人民尊重的

山河，是很少的，这一山一河在郑州交汇，

可谓是得天独厚。它们的一唱一和，诞生

了中华文明，并且把中华文明的发展一步

一步推向高潮。”阎铁成说。

一脉泽古今
崇山矗矗，一峰一崖镌刻血脉赓续。

大河泱泱，一滴一点折射文明波光。

漫步郑州北部的黄河南岸，几字造型

的黄河国家博物馆正静静地安卧在一片绿

色林海，拾级而上登顶北望，滚滚长河奔流

向东，澎湃的河水不断击打着南岸的垒土，

黄河国家博物馆外侧如滔滔河水肌理般的

墙体，在阳光的映照下，仿似也正和着水浪

发出大河文明的激越之声。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地面 50000平方

米 的 园 林 施 工 ，以 及 博 物 馆 顶 部 路 面

30000平方米的园林绿化施工。”中建八局

东北公司黄河国家博物馆项目党支部书记

贾昊华介绍，几百名工人正加班加点，全力

加快项目进度，争取让大家早日见到这座

崭新文化地标的芳容。 （下转二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
记者 王际宾 翟宝宽）市
长何雄近日会见河南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
书 记、理 事 长 周 贵 恒 一
行，双方围绕推动农信联
社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进行深入交流。

何雄对省农信联社长
期以来对郑州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
出，当前郑州正抢抓构建
新发展格局历史新机遇，
全力以赴拼经济、强投资、
稳增长，持续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大动能。农信系
统是支持产业转型、服务
项目建设的重要金融力
量，希望发挥自身优势，用
足用好政策，在产业金融、
科创金融、绿色金融等领
域深化务实合作，为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
提供更好金融支持。郑州
将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
境，全力支持农信联社改
革发展、做大做强，共同谱
写政银企合作新篇章。

周贵恒表示，近年来
郑州抢抓战略机遇，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下一步，省农信
联社将充分发挥政策和资金优势，围绕推进普惠金
融、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持续提升服务质效，
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郑州高质量发展。

李黔淼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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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写入胸怀间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活力涌动，龙子湖畔。
进入 3月以来，郑东新区捷报频

传、好事连连：
3月 15日，省科学院报告厅内高

朋满座，国内 70余名知名专家学者、
80多家科技型企业及服务机构代表
相聚一堂，在环省科学院创新生态圈
建设暨“人才强院年”启航仪式上，省
科学院携手中原科技城与武汉大学、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长江量子
（武汉）科技有限公司等参会单位共
同发出倡议，吹响环省科学院生态圈
建设号角。

3 月 31 日，郑东新区举行 2023
年第二次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
动，40个项目集中签约，投资总额近
490亿元，汇集了特来电、上海均和、
拉卡拉、中传云和等多家重量级高新
技术企业、上市公司，再次掀起抓开
放招商促项目落地热潮。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经济

强。郑东新区以中原科技城和省科
学院融合发展为抓手，持续引进一批
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筑具有战略
性、全局性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
动软件信息服务业、大数据产业等新
兴产业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迈出坚
实步伐。

“科创闪耀”打造经济新动能
比气温回升更快的，是郑东新区

龙子湖智慧岛大厦的忙碌景象，各大
高新技术企业正以“加速跑”开拓市
场，夺取“开门红”。

“我们的客户九成都在长三角、
珠三角等沿海城市，之前出差不方
便，如今公司上下都在加班加点争取
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第三维度(河
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国
强这样说道。中原科技城高新技术
企业星罗密布，但像第三维度从公司
创立起就将AI引入建筑设计领域在

全国也屈指可数。
科技创新是第三维度开拓市场

的“杀手锏”，也是郑东新区发展新
兴产业的“硬翅膀”。作为全省、全
市科技创新主引擎——中原科技城
建设的主要承载地，郑东新区聚焦
创新驱动，抓好中原科技城建设这
个龙头，引领支撑郑州国家创新高
地人才高地建设，努力争创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

中原科技城紧紧锚定争创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目标，引进了一
批具有创新引领作用的优质项目和
领军人才团队，累计招引超聚变研发
中心及总部基地、上汽集团云计算软
件中心等重点项目 355个，引进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改平、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锁江、省科学院PI团队首席科学家
张忠良等各类高层次人才 1300 余
名，形成项目人才活力迸发、竞相发
展态势；（下转二版）

市委党校春季
主体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李娜）4月 17日，市委党校 2023年春季主体
班开学典礼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党校校长李党生出席
开学典礼，并以“全力打造国家人才高地 集聚国家中心城市现
代化建设的澎湃力量”为题，为全体学员作专题辅导报告。

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是在
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对人才强国作出的战略谋划
和顶层设计，要从历史规律、现实考量、推进路径上去深刻理
解，进一步认识把握新时代人才工作内涵外延。

会议强调，郑州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打造国家人才
高地，既有基础、有机遇、有条件，更有谋划、有目标、有路径。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
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打造人才高地作为“一把手”工
程、第一任务、第一要求，以国家级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建设为牵
引，集聚一流创新人才，搭建一流创新平台，营造一流创新生
态，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会议要求，参训学员要以这次培训为契机，把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作为第一责任、第一要求，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
悟，联系实际用，全面提升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工作水平，切实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深度实践。

统筹支持春耕生产

种粮农民将获国家
百亿元一次性补贴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记者 17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考虑农资市场价格走势和农业
生产形势，中央财政近日下达资金 100亿元，向实际种粮农民
发放一次性补贴，统筹支持春耕生产，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
极性。

此次补贴对象为实际种粮者，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
农民，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
个人和组织，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实际种粮的生产者手中。各
地区结合有关情况综合确定补贴标准，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
术手段，继续采取“一卡（折）通”等方式，及时足额将补贴资金
发放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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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在河南高校毕业生
专场招聘活动即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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