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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王一博 校对 刘明辉

“首支 AI创作国风歌曲，《我是伶伦》有古
韵又好听，建议出一版微信彩铃”“3D横屏的网
上拜祖太有现场感了，云拜祖也是非常完美的
安排”“AI 技术越来越成熟了，‘黄帝天团’小故
事制作精良，还可以自动生成祈福语，云拜祖，
AI了，爱了”……

凭借 AI 技术与 3D 沉浸式体验的双重创
新，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云拜祖”，迅速引
发海内外华人的参与热潮。

截至 3 月 31 日 18 时，在乙巳年“云拜祖”
平台参与拜祖祈福的网友已超 7695 万人次，
网友的互动量明显提升，完成献花、上香和生
成祈福海报累计达到了 3877 万次；MV《我是
伶伦——DNA 里的旋律》全网累计播放量超
3100 万次，视频掀起了线下播放与演奏热潮；
有熊系列小游戏互动量达到了 1211万次，游戏
排行榜被不断刷新，“姓氏连连看”最高积分已
达 1791.9万。

不断刷新的数字背后，展现出黄帝文化
和黄河文化的强大传播力和影响力。作为
黄 帝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线 上 传 播 的 核 心 载 体 ，

“云拜祖”以技术创新推动传统文化“出圈”
传播，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
空间。

AI赋能，黄帝文化“潮”起来

乙巳年“云拜祖”，以“黄帝天团”全阵容高
燃登场开启。两位关键人物九天玄女与风后
的加入，壮大天团阵容，而全流程 AI 辅助创
作，将传统文化与科技潮流深度融合，不仅丰
富了“云拜祖”的内容，也为黄帝文化注入了
年轻活力。

据统计，中原网 AI 创意工作室已累计为
“云拜祖”平台创作了 50 多件 AI 作品，“黄帝
天团”成员们的故事被生动地展现在了网友
眼前。

通过 AI赋能，嫘祖随着旋律舞动，有熊练
起了功夫，岐伯为打工人开出了药方、指出了养
生真谛，仓颉分享了自己的读书秘籍，鼓励网友
们用读书治愈内卷；

在 AI 的加持下，拜祖广场的静态浮雕也
“动”了起来，黄帝指南车的轮毂开始缓缓转
动，嫘祖手中的蚕丝化作流动的银线；

通过AI技术与实景拍摄相结合，仓颉与岐
伯穿越到了现代社会，做起了汉字和中医文化
的传播使者；

AI动漫绘本，以 Q版萌态的语言讲述了嫘
祖养蚕缫丝、岐伯论养生、风后巧退敌、仓颉创
造文字、九天玄女救黄帝等故事；

这些碎片化、轻量化的内容，激活文化传
承的多元场景，让网友穿越时空，聆听黄帝故
事的生动讲述，增强自身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
自豪感。

尤其是 MV《我是伶伦——DNA 里的旋
律》，由AI全链创作，基于伶伦造乐故事生成的
歌词和现代感的旋律相结合，形成了“时空碰
撞”的听觉冲击。

MV一经推出就惊艳了全网，在抖音、微博
和微信等融媒体平台持续热播，仿佛一场线上
演唱会。商都评论指出，《我是伶伦》MV 的出
圈，本质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完美交融，不
仅是艺术创作的新的尝试，更是文化传播的最
新案例。

MV 在海外平台发布后，中国驻加拿大大
使馆参赞点赞推荐，中国日报网等国际平台转
发并配文“今年云拜祖科技味儿太浓了，解锁传
播黄帝文化的无限可能。”

文化共振，云端到街巷的双向奔赴

《我是伶伦》MV 在线上掀起的热潮还刮
到了线下。在郑州市第十九中学的音乐教
室里，星空合唱团的学生们用天籁般的嗓音
完成了这首 AI 创作 MV 的线下落地；音乐教
师何瑶用小提琴演奏出 MV 的旋律，并从专
业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在郑州磨街的一家咖
啡馆内，MV 的前奏响起时，一位正在点单
的女生举着手机想进行识别，当她得知这是
AI 创作的旋律时，不禁感叹“真的想不到，
太好听了”。

这些视频又被上传到网上，迎来了许多网
友的赞叹与转发，MV 的旋律产生了从“云端”
到“街巷”的文化共振。非遗项目河洛剪纸的传
承人曹慧贞拿起剪刀，剪出了“黄帝天团”8名成
员的形象。“云拜祖”通过让古老文明以可听、可
视、可感的方式融入现代生活，助力了“黄帝文
化”的“出圈”传播。

本报讯（记者 李莉 龙雨晴 通讯员
陈春晓）春风沐中原，又到拜祖时。3
月 31 日，农历三月初三，乙巳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 再 次 奏 响 文 明 传 承 的 强
音。海内外炎黄子孙齐聚，线上、线下
同步拜祖，九项仪程亮点纷呈，全球网
络 直 播 宣 传，通信保障任务重、责任
大。作为通信“国家队”，郑州移动全力
投入拜祖大典通信保障工作（如图），凭
借精心筹备与扎实行动筑牢通信网络

“生命线”。

部署在前：
吹响通信保障“集结号”

“零重大网络故障，零重大网络安
全事件，零重要客户投诉”，这是郑州移
动为拜祖大典通信保障工作立下的“军
令状”。

厉兵秣马，使命必达。为了确保
活动期间通信网络稳定，早在一个月
前，郑州移动便吹响通信保障“集结
号”——成立郑州移动网络保障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无线网保障组，全力完

成 保 障 区 域 的 无 线 网
网络建设、测试、优化。

“根据摸排情况，我
们对不同区域制定了针

对性方案，对拜祖广场主覆盖小区及景
区周边基站进行扩容，在东贵宾厅、地
下室指挥部增加临时小基站，保障区域
内 LTE 感知容量达 2400 个，5G 感知容

量达 3600 个，满足活动容量需求。”郑
州移动中级网络维护工程师赵金岭告
诉记者。

此外，郑州移动还对拜祖大典涉及的

无线网站点完成故障整改，并进行7×24

小时监控，确保基站机房配套设备运行正

常，多措并举夯实拜祖大典通信基石。

行动为要：
力保现场网络“稳如山”

3月 31日 9时 50分许，乙巳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开始。当现场盛况通
过网络直播清晰地传遍全球，稳定可靠
的通信网络经受住了通信需求爆发式增
长的考验，为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
力支持。

这背后，是郑州移动默然无声却坚
如磐石的“硬核”护航。

活动期间，郑州移动无线网保障
组火力全开，通信网络“保卫战”悄然
打响。

在“战略后方”，网络监控小组密切
关注 4G、5G 网络接通、掉线、切换、干

扰、感知速率等关键指标运行情况；网络

维护小组实时保障网络质量，及时进行

故障处理。在“前线要塞”，应急通信车

提前就位，现场保障小组驻点值守、随时

待命，高效应对突发问题，力保网络稳定

运行。

据悉，此次活动期间，郑州移动 4G

用户数达3258个，5G用户数达4108个，

上 行 速 率 为 256Mbps，下 载 速 率 为

725Mbps，用脚踏实地的行动和始终满

格的信号圆满完成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通信网络保障任务。

“郑州移动将始终秉持高度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持续加大技术投入，不
断提升网络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以
更加优质、高效的通信服务为各类大
型活动保驾护航。”郑州移动相关负责
人表示。

那些亮“典”动人心弦
本报记者 杨丽萍 王治 董艳竹陈凯 杨柳 张立 刘盼盼李宇航 陶然 李居正

AI了，爱了！
“云拜祖”破圈生长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宁 袁连贺

郑州移动全力护航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高科技装备护航文明圣火

火种接续，文明传承。
当具茨山巅聚光引燃的火种，

一路传递至故里现场，于轩辕殿前
的圣火台熊熊燃起之时，新郑大队
新村路消防救援站的班长陈志民
与队员魏洺泽，正全神贯注，密切
留意着现场的一举一动，丝毫不敢
松懈。

拜祖广场东侧、电子大屏后
方，是今年陈志民与魏洺泽负责
的点位区域。魏洺泽身旁的背负
式细水雾灭火枪，吸引了记者的
目光。

“这种灭火枪仅部署在拜祖广
场两侧的消防点位，主要用于扑灭
明火。”魏洺泽说。

执勤期间，他们主要负责排查
是否有人吸烟，以及现场是否存在
易燃易爆物品，全力守护现场的消
防安全。

“我们昨天下午都已经全部
就位，提前开启全方位消防安保
工作，今天天刚亮，我们就已坚
守在各自点位，时刻保持待命状
态，确保能对任何突发状况做出
及时响应。”陈志民对记者说道。

新村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张奇
介绍，3 月 31 日 4 时 30 分，全市
212名消防救援人员投入点线面安
保执勤。“在筹备阶段，新郑大队提
前启动消防安保工作，立足点线实
际，建立‘大圈保中圈、中圈保小
圈、小圈保核心’的全域安保格局，
保证点线面万无一失，确保核心场
所绝对安全。”张奇说。

拜祖大典期间，新郑市消防救
援大队发动辖区乡镇、街道（办）、
派出所、巡防、网格员等基层防控
力量，开展全天候、全要素、不间断
巡查检查，确保核心场所“零失

误”；将主干路线、支干路线划分为

重点防控路段，投入防火巡查人

员，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全方位排

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守拜祖大
典期间安全稳定防控底线。

上巳童声礼赞黄帝魂脉

在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上，来自
新郑市轩辕小学的 56名学生身着 56个民
族传统服饰，以稚嫩而嘹亮的歌声唱响黄
帝颂歌，成为大典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这些年龄在 8岁至 11岁之间的孩子
们，承担了大典第六项“高唱颂歌”和第九
项“天地人和”两个重要仪程的表演任务，

用最纯真的方式表达对人文始祖的崇敬
之情。

据轩辕小学校长刘中亮介绍，为了在
拜祖大典上呈现最完美的演出效果，孩子
们已经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集中排练。“从站
姿、表情到每一个音准，我们都反复打磨。”
刘中亮表示，“孩子们知道这次表演意义重

大，都格外认真。有的孩子回家后还主动
加练，就为了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最好。”

56个民族服饰，彰显团结精神。正如
孩子们所说：“虽然我们穿的衣服不一样，
但唱的是同一首歌，都是中华儿女。以后
我们要更加努力学习，把我们的优秀传统
文化发扬光大。”

非遗市集巧呈千年文明

轩辕黄帝像、莲鹤方壶、百家姓、黄帝
生平事迹……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文
化市集现场，一个展台旁人头攒动，一张张
巧夺天工的剪纸吸引了众多参加大典嘉宾
的目光。

“这张莲鹤方壶剪纸太精巧了，连上面
的纹饰都清晰可见。”一位嘉宾一边拿着剪
纸作品欣赏，一边赞不绝口。

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之
一，它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
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俗活动的民
间艺术。据了解，这些参加此次拜祖大典文
化市集展示的剪纸作品，均出自郑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传承人赵霞之手，她
自小受祖辈剪纸艺术熏陶，从7岁开始学习
剪纸技艺，她的作品构思新颖、简洁明快、线
条流畅、主题突出，有着独特的风格。

“剪纸艺术自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
就没有中断过。它充实于各种民俗活动
中，是中国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
艺术形态之一。”赵霞说。

赵霞告诉记者，《黄帝生平事迹》这
幅 剪 纸 作 品 ，她 创 作 了 半 年 左 右 的 时
间。“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而剪纸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想到了用剪纸
将黄帝生平事迹创作出来。把黄帝文化
和非遗剪纸联系在一起，传承黄帝文化、
赓续中华文脉。”

“好吃、好看、好玩，买一件带回家。”在
这个非遗市集上，人们围拢在一个个摊位
前，观赏、把玩、品尝、称赞，一件件来自新
郑的非遗产品让人流连忘返。

“酥脆香甜，低糖健康。”非遗传承人张
春杰正在介绍他的主打产品——张记酥
饼，众人品尝后不住称赞。他的手艺来自
家传秘方，为早年间从宫廷中流出，至今已
传承四代人，一直是新郑城里有名的糕点
铺，年节期间常常供不应求，近年又成功申
报非遗，成为黄帝故里又一款特色产品。

寻着香味来到耿发旺老人面前，各种
香品香沁人心脾，老人祖上世代做香，摊
位上围观者如染香人，身有香气。“真材实
料，自然好香，祛病养生，安神醒脑。”老人
一句话，说出其中真味，作为省级非遗传
承人，老人说制香源于黄帝时期。他制作
的耿氏盘香可连续燃烧三个多月不断，曾
经创造燃烧时间最长盘香的世界纪录。
其家族制香历史可追溯千年，至今仍使用
祖传工具。

以心相待守护四海宾朋

大典当日，志愿者们清晨便抵达现场，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他们身着统一服装，
面带微笑，精神抖擞地分布在各个岗位，负
责引导嘉宾入场，耐心解答疑问，确保入场
秩序井然。

“在大典筹备阶段，我们接受了多轮专
业培训，内容涵盖礼仪规范、应急处理等方
面，力求以最完美的状态迎接各方来宾。”
来自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郭一诺
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感到十
分震撼与自豪。

一位负责引导的志愿者表示：“能够参

与这样的活动，我感到无比荣幸。虽然过
程辛苦，但听到嘉宾们的称赞，感觉浑身都
是劲儿。”

热情、专业、奉献。来自郑州各大高校
的学生志愿者成为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用实际行
动为这场庄重的典礼提供了有力支持。

出诊箱、心电监护仪、血糖仪、心电图
机……走在拜祖现场的走廊中，你会发现，
走一段路就有一个医疗保障点位，每个站
点都会站着几位身穿蓝绿色急救服的急救
人员，他们神色严肃，不时环顾。

“为确保大典顺利进行，我们对近十
年来拜祖大典现场救治情况进行分析，制
作演练脚本、制定医疗保障方案及点位布
局示意图，对参加保障的 105人进行专业
培训，组织开展模拟演练 2次。拜祖现场
设置 17个医疗保障点位，10辆救护车，急
救药品 33 种，常规药品 15 种，移动担架
15个，轮椅 30个，伞 89把，15台电除颤仪
器，各保障点均配备出诊箱、心电监护仪、
血糖仪、心电图机、氧气等急救设备和相
关急救药品。”新郑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柳峰表示。

大河之南，故里春回。3月31日，伴随着晨光初露，具茨山麓的青铜编钟激荡起绵延千年的回响——这里是黄帝的
诞生之地和故里所在，更是中华儿女魂牵梦萦的精神原乡。

农历三月三，朝圣拜轩辕。此时此景，五湖四海归心与共，全球华人的目光聚焦于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聆听着跨越
历史时空的声声传唤；拜祖大典现场，海内外中华儿女神情肃穆，共赴一场跨越五千年的文明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