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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本追远尊祖敬宗轩辕家风千载流传
——访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轩辕姓氏拜祖团

连续多年参加拜祖大典
尊祖敬宗不忘初心使命

“2008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仪程被
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就是从那年开始组团到新郑黄帝故里

参加拜祖大典的。”负责拜祖团联络工作的

轩辕诗华说，“今年是疫情之后首次线下举

办大典，大家都非常兴奋和激动，报名非常

踊跃。”

来自许昌长葛的轩辕玉民至今还记得

第一年参加拜祖大典的心情：“拜祖大典神

圣庄严，在心灵故乡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

报本追远、尊祖敬宗之心无比强烈。回到家

以后，站在老祖宗的圣像前，感到自己作为

轩辕黄帝的后裔，有责任有义务为弘扬姓氏

文化不遗余力。”

在城里工作的轩辕玉民将已经不常居

住的农村老家闲置小院，打造成一个姓氏及

传统文化教育基地——轩辕苑，里面种满了

鲜花，四季可赏，满院馨香，集家国情怀、家

教箴言、诗词文化、修身养性等四大板块内

容于一体，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子孙敬祖爱族

之心。

从小就听爷爷讲轩辕姓氏文化的轩辕

玉民，认为姓氏文化要从娃娃抓起，他自费

为几十个家族学生定制轩辕复姓红木印章，

让他们在“玩”中慢慢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轩辕玉民的儿子本硕就读于国内一流

名校，后获得公费留学美国的机会。临上飞

机前，夫妻二人拉着儿子的手嘱咐，不管有

什么诱惑和阻力，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报效

祖国。在严谨家风影响下，儿子果然不负众

望，博士毕业那年，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千年播迁依旧血脉相连
修谱立志激励后世子孙

“夏侯诸葛，闻人东方，公孙仲孙，轩辕
令狐……”熟读《百家姓》的人可能对这些朗
朗上口的复姓记忆深刻，然而，现实生活中，
很多复姓却很罕见。

据河南省轩辕姓氏工作委员会会长轩
辕威介绍，历史上因“省辕从轩”的书写习
惯、特殊朝代官禁避讳、汉字简化等多种原
因，使得轩辕氏流传至今有了轩辕、轩、辕等

多姓氏。如今，6万余轩辕族人散布在全国
13个省市，主要分布于豫东及相邻的山东、
河北、安徽等地。经追溯考查，他们 90%以
上源于河南，河南“睢鹿世家”是明代以来的
轩辕氏郡望。

“由于资料缺乏，加之轩辕氏历史上名
臣大儒较少，目前除始祖轩辕黄帝外，轩辕
豹是我族公认的迁徙始祖。”轩辕威一边展
示保存下来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族谱,一边
说，轩辕氏族谱记载：唐贞观年间，始祖轩辕
豹跟随李世民东征至襄邑（今商丘睢县）西
南 25里长岗，因病择地休养。后迁家眷于
此，病故后葬在二里许的长岗之巅，族人世
代居住于此，距今已1400余年。

千年播迁依旧血脉相连，百年离别唯恐
故土渐忘。

“山东族人间至今流传着记诵宗族故事
的俚歌，第一句就是‘我家先祖本讳斌，睢州
境里有家门’。经考证，轩辕斌明朝永乐年
间被派往山东清剿草寇并镇守，后定居繁
衍。”轩辕诗华说，他从小就知道祖上是河南
人，1984年他从山东当兵来河南，感觉回到
了祖根地，非常荣幸和亲切。

上世纪 80 年代，寻根热在全球蔓延。
1994年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独此一家
姓轩辕》引起了曾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审、教育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轩辕轲
的关注。

轩辕轲久居北京，原籍河南睢县，他依

据老家族谱撰写文章《轩辕氏之历史与现

状》，先后刊载于《寻根》杂志和《光明日

报》。此事件也激发了全国轩辕氏族人修谱

立志的信心和决心。

2009年初，睢县长岗镇轩老家村恢复

了轩辕氏族牌坊，轩辕轲老先生亲自撰题楹

联——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社会效益是

重，亟亟于行也。义，共尊之，利，共享之，文

化品位为先，孜孜以求之。“民胞物与，和谐

共进”成为新时代下，轩辕氏族在道德风貌

和文化追求上的精神传承。

文化交流促进商业合作
感念祖德家风代代传续

据了解，借助拜祖大典这个平台，越来
越多的省外甚至海外宗亲联系到河南省轩
辕姓氏工作委员会寻根问祖，唤起了族亲联
谊志，增强了氏族凝聚力，甚至改变了有些
人的人生轨迹。

“我爷爷是当年参加抗日战争从山东到
了江苏，最终落户在那里。小时候知道山东
老家，多年的寻根问祖活动让我找到了老家

河南。”2008年，轩辕书彬从江苏前来参加
拜祖大典，“我深切感受到中原大地的澎湃
动力和蓬勃生机。2009年，我把企业从江
苏南京迁往河南郑州。”

轩辕书彬认为，郑州作为建设中的国家
中心城市，机遇良多。回到郑州做企业，是
个很正确的选择。

“拜祖大典意义重大，传播性强，来现场
参加以及观看拜祖大典的人们，通过拜祖大
典，感受到同为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荣誉感，
很多宗亲就是通过观看拜祖大典和我们取
得了联系，对接家谱。”轩辕书彬说，“拜祖大
典还能促进企业间的交流,对国际合作、业
务交往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去年拜祖大
典，我交往了一些外籍人员，最近我们谈了
一些中非合作项目。”

轩辕华东 2008 年从睢县来到郑州上
大学，慢慢了解到很多家族的感人故事：
太康 80 多岁的轩辕纯信老族长至今牵挂
族内事务，上世纪 80 年代，以他为代表的
许多族人背着干粮骑着自行车，教徒朝圣
般风雨兼程奔波在寻亲联谊修家谱的路
上；睢县已故老人轩辕基舜当年不顾体弱
多病年事高，带领后辈住澡堂打地铺省吃
俭用，追寻和见证了明刑部尚书轩輗后人
家传的明朝圣旨、象牙笏板等国家级文
物；许昌鄢陵耄耋老人轩辕鸿瑞为弘扬轩
辕姓氏文化倾心撰文、多处发表，2018 年
在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拜祖文公开征集活
动中荣获一等奖……

“2019 年，有幸参加己亥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我彻夜难眠，站到黄帝圣像面
前，犹如漂泊的灵魂一下找到了归宿。我
时刻警醒，自己身体里流淌着黄帝的血
脉，又拥有着无上荣光的轩辕姓氏，要常
怀感恩之心，传递家风，齐家治国。”因为
内心时刻提醒，唯恐因个人行为有辱先人
圣辉，谨言慎行、踏实守信的轩辕华东收
获了越来越多的好友，也赢得了合作企业
的紧密联系。

“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轩辕氏族的家
风家训已经深深刻在了我心里，我会扛起传
承下去的使命。鲁迅先生曾说‘我以我血荐
轩辕’，轩辕早已经是中华的象征。我会尽
毕生之力，与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守护这心
灵的归宿。”轩辕华东坚定地说。
郑报全媒体记者苏瑜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癸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举办在即，各项工作基本准备就绪，在诸多受邀嘉宾里，有一个群体引起记者注意——连续十几年参加拜
祖大典的轩辕姓氏拜祖团。

史称，黄帝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关于寻根问祖，以中华人文初祖黄帝名号为姓氏的轩辕族人有着怎样的心境与情怀？
轩辕氏族在历史上留下了哪些播迁足迹和往事？尊祖敬宗、家风传承为轩辕族人带来了哪些影响和转变？

4月17日，记者对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轩辕姓氏拜祖团核心成员进行了采访，了解复姓轩辕的姓氏
文化故事。

学礼仪 提服务

公交新形象迎接拜祖大典
本报讯（记者 张倩 文/图）“五指伸直

并拢，手与前臂形成一条直线，肘关节自然
弯曲，掌心斜向上，面部保持亲切的微笑。”
4月 18日，在郑州B52路公交场站内，各线
路的车长聚在一起，在郑州“最美车长”周
喜玲的带领下，进行礼仪知识和日常妆发
学习。

据悉，癸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于
2023年4月22日在河南郑州黄帝故里举办，
郑州公交以此次盛会为契机，组织动员全体
职工以更加标准的礼仪、优质的服务、良好的
形象迎接中外客人的到来。

现场活动中，大家还运用现场互动和情
景模拟等方式进行了现场演练，对彼此的服
务态度、说话语气、服务细节提出了合理化

建议，并将自己的服务技巧和心得分享出
来，面对较难的姿势、表情、动作，车长们相
互监督，相互指正，不厌其烦将每一个礼仪
姿势重复做，力求做到完美。随着培训现场
活跃气氛的不断增高，不少男车长也积极参
与进来。

“在展示行业礼仪时一定要大气，眼睛一
定要有灵气，自身一定要有足够的底气，面对
困难更要有十足的勇气。”周喜玲边说边为大
家演示着示范动作。随后还对参加人员的站
姿、微笑服务逐一进行了规范（如图）。

除了礼仪学习，郑州公交集团第二运营
公司还将对所有运营车辆的卫生、车容车貌
进行大清扫，以最干净的车厢环境、最优质
的乘车服务，迎接四海宾朋。

郑州绿博园上榜国家级
文明旅游示范单位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董晨辉）记者昨日获悉，全
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发布关于第二批国家级文明
旅游示范单位评定结果的公示。经自愿申报、省级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审查推荐、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最终
评定，认定 66家申报单位达到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标
准，包括 2021 年因疫情原因未开展实地评定的 9家单位和
2022 年申报的 57家单位。河南两家单位上榜，分别是：三
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郑州·中国绿化博览园。

近年来，郑州绿博园以文明创建为抓手，以优质服务为
宗旨，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倾力打造

“服务一流、品质一流、生态一流”的文明旅游新高地，并取
得了显著成绩，园区先后获得了“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林草科普基地”“国家自然教育
学校（基地）”“国家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河南省文明单
位标兵”“河南省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河南省文明风景旅游
区”“河南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河南省旅游标准化示范单
位”等荣誉称号。

园区大力提升景观品质，打造了郁金香、蝴蝶兰、百合、穗
冠花、向日葵等系列花展，为游客提供一园一景、一路一色、四
季有花的游览环境。创新理念，丰富内涵，园区将文明旅游与
生态园林有机结合，创造性提出“绿园红心”理念，把绿博园打
造成为红色文化、文明旅游的宣传展示基地。同时，坚持文化
与文明并进，推进文化与植物、景观、展园等相互交融，以植物
文化为引领、以节庆文化为助力、借花卉文化来添彩，构建“文
在景中、文景一体”的文化旅游环境，为文明旅游注入了充满
生机的文化活力。

湖北利川邀您
体验美丽山水

本报讯（记者 成燕）“五一”假期将至，昨日，由湖北利川
文旅行业发起的恩施州精品景区、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联合推
介会走进郑州，向市民递上美丽的山水名片，盛情邀请大家前
去体验。

利川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西靠蜀渝，东接恩施，南邻潇
湘，北依三峡，是陆羽《茶经》所述的“巴山、峡川”腹地。这里
生态优良，气候适宜，被外地游客称赞为“天然氧吧、凉爽之
城”。2022年 6月，随着郑万铁路开通，使得万州至郑州车程
缩短至 4小时左右，利川也成为郑州游客青睐的旅游观光目
的地。

推介会现场，利川市相关负责人从人文风情、生态环境、
康养度假等方面全面推介利川旅游产品，吸引郑州重点旅行
社组团关注。

土家美食、恩施硒茶、精品线路、优惠活动……丰富多彩
的现场展演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天赐恩施州”的文旅魅力。
精彩的推介穿插土家民俗文化歌舞以及趣味有奖互动，让现
场气氛高潮迭起。

“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希望两地文旅界能够进一步
深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客源互送、互惠共赢，共同助推
两地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推介会是两地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的一次
重要契机。

据悉，未来，以“旅游+文化演出+商品展销+避暑康养”
等方式，该市将多角度、多层次地宣传展示当地旅游资源，吸
引全国游客走进利川，积极促进旅游市场有序复苏，引导消费
回流，促进“双循环”格局快速形成。

郑州牵手聊城
共谋文旅发展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两河之约·豫见郑州”2023聊
城（郑州）城市文旅对话活动在郑州举行。

据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郑州地处中华腹地、“天
地之中”，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
明城市。近年来，郑州加快构建“两带一心”文旅新格局，

“山·河·祖·国”文旅形象标识深入人心，黄河历史文化主地
标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希望两地文旅界能够进一步深化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客源互送、互惠共赢，共同助推两地文旅行业
高质量发展。

“同饮黄河水，共叙黄河情。今年年底，随着济郑高铁
开通，两地之间的距离将进一步拉近，两地之间的交往将更
加密切。希望两地文旅界能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推进两地
在市场共建、信息共享、客源互送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的合
作，携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昨日，聊
城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聊城和郑州同为黄河
沿线城市，共同承担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任务。近年来，聊城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大战略，对标一流城市范例，
编制全域旅游规划，全力打造独具魅力的“江北水城·两河
明珠”城市。

会上，聊城东阿、莘县、聊城市旅发集团分别进行专场旅
游推介。

民警扎根社区42年

用心用情当好为民服务“贴心人”
“今天怎么样啊，没出什么问题吧？”中原区

万达广场处于中原城区黄金地段，人员流动性
大、人员类型复杂、发案较高，每天进行安全巡逻
已经成了中原西路派出所万达社区民警孙康的
习惯。

近年来，诈骗类案件警情高发，孙康除了要做
好每天的安全巡逻以外，又多了一项迫在眉睫的工
作。“每天一上班就想着怎么守住老百姓的钱袋
子。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讲解了多少案例、发放了多
少张反诈宣传单了。”孙康说。

为了做好反诈工作，他利用每天巡逻扫街的时
间，向商铺逐一发放宣传资料，讲解防范诈骗知识，
每周还在人流密集场所召开 20人以上的警民恳谈
会，开展防范诈骗知识宣传，向群众讲解诈骗常用
手段。

“老孙认真、负责，工作起来特有干劲。”孙康还
成立了小区微信反诈群，每天在群内转发反诈文
章、通报诈骗警情，发动居民在群内及时通报异常
情况，帮助大家辨别，提醒居民别受骗。

4月 17日，辖区群众张某在群内求助，称在网
上找到一个刷单兼职群，群主要求缴费 200元才能

获取兼职信息，他不敢轻易付钱，想让孙康帮忙辨
认一下是否为诈骗。孙康了解情况，立刻赶到张某
家中，为其讲解刷单诈骗案例的常见套路，此时张
某才明白过来，庆幸自己没上骗子的当。

孙康 1981年参加工作、1985年入党，这样的事
在他 42年扎根一线的工作中数不胜数。工作到现
在，孙康身边的老同事退休了，新同事换了一茬又
一茬，他却从没有离开过社区一线。在万达社区，
只要提起他，大伙无不交口称赞，称他为社区“百事
通”、居民“贴心人”。

2022年，孙康分管的一个老小区地下水管道年
久失修而出现了崩坏现象，居民却不愿意承担管道
改造费用，从而引发了吃水难的问题。孙康走遍小
区9栋楼 500余户，宣传地下水管道改造的意义，彻
底解决了居民用水难的问题。

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矛盾形式也是多种
多样，群众遭遇诈骗、邻里意见不合、孤寡老人没
人管……每每出现这种问题，总能看到孙康前后
奔走的身影，在他的尽心引导沟通下，问题总能得
到解决。

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通讯员 郭建岭 罗晗

身边正能量·凡人小事

鸢飞蝶影共春风
市第十五届鸢尾花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张敏）18 日，由郑州市园
林局主办，郑州市绿城广场承办的“绿满商都 花绘郑州”郑
州市第十五届鸢尾花展在郑州市绿城广场开幕，展期 18日
至 30日。

花展以“鸢来与你 不期而遇”为主题，向游客展示盎然迎
春的无限生机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以南门口主入口为
主景区，设计制作“鸢飞蝶影共春风”主题花坛，突出节约、环
保、自然和再利用的理念，以铁艺屏风作为主体，鸢尾花伞做
装饰，营造舞动春风的氛围感；两组大型艺术插花相呼应，丰
富竖向景观元素，温顺可爱的兔子憨态可掬，嬉戏游玩，蝴蝶
在花境中翩翩起舞，营造野趣盎然的自然景观氛围。主景点
栽植有粉白紫黄复色等多种颜色的鸢尾，舒展奔放，摇曳生
姿，美不胜收。据介绍，今年展出的鸢尾共约 7万株，其中旱
生品种有香根、夏奥会等，为地栽的多年生宿根花卉，耐旱。
湿生品种有黄菖蒲等，主要栽植在新挖的池子中，除了观赏价
值，还具有净化水质的作用。

开展当天，还举办了花艺互动活动，以组合盆栽、植物书
签DIY的形式让鸢尾走进市民群众，走进家庭园艺。其中组
合盆景相对于插花花艺作品，具有观赏性强、绿期长、组合元
素丰富的优点，非常适合家庭园艺。

省第二届职业技能
大赛下周二开赛
2221名选手参加70个赛项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帅）昨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河南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本月 25日~28日在
濮阳市举办。届时，将有来自 19个代表团的 2221 名选手展开 70个
项目的角逐。

据了解，本届大赛以“人人奋勇争先、出彩技能河南”为主题，采取
集中开放、赛展结合的办赛方式，聚焦现代化河南建设和我省产业发展
需求，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
物流、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及个人服务等六大领域，遴选设置了汽车
技术、移动机器人、健康照护等 70个赛项，其中，比赛项目 60个、表演
赛项目10个。

比赛项目分世赛、国赛精选和省赛精选三大类，其中，单人赛54个、双
人赛6个。本届大赛是目前我省竞赛项目最多的一次职业技能赛事。

今年2月，我省启动大赛报名工作，经过层层选拔，共有来自17个
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郑州航空港区的 19个代表团参赛，参赛选手
2221名。其中，比赛项目参赛选手 2109名，表演赛项目参赛选手 112
名。与第一届大赛相比，参赛人数增加57%，赛项增加55%，赛事规模
进一步扩大。

比赛项目参赛选手中，来自技工院校和职业院校的选手 1867名，
来自企业的选手 226 名，灵活就业人员 16名，参赛选手最小年龄 16
岁，平均年龄24岁。

对各比赛项目前 5名、双人赛前 3名的获奖选手，授予“河南省技
术能手”荣誉称号。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按规定授予“河南省五一
劳动奖章”“河南省青年岗位能手”“河南省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