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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7日上午11时 15分
许，当主司仪宣布己亥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告成时，站
在台下的赵锡铭和身边几位同
事不约而同地互相对望，大家
激动得几欲落泪。这种共鸣背
后，是大家对忙碌筹备半年，终
于有了完美结果的欣慰，是个
人服务盛典实现自我价值的自
豪。

自开始参与筹备己亥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以来，特别是
大典开始前两周，新郑市“大典
办”六个工作组几乎每天都是
满负荷运转。

“大典办负责开车的同事
一天能往郑州跑七趟。”赵锡铭
说，刚保养过的车，半个月就把
保养公里数给跑完了。为的就
是联络沟通筹备事宜，接送专
家、嘉宾。

黄帝，是最早中国的缔造
者、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开
创者、中华儿女的血脉始祖。
河南新郑是黄帝出生、创业和
建都之地。“三月三、拜轩辕”，
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

而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更加不同，除了在迎亲仪式
上，第一次用迎亲方阵展示拜
祖大典主题“同根同祖同源、和
平和睦和谐”、展示黄帝文化精
神标志外，还更加重视让更多
青少年代表尤其是港澳台和海
外青少年参与进来，更好推进
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
召力代代相传。

据了解，己亥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来自近40个国家
和地区的嘉宾八千余人，齐聚
祖根圣地，礼拜人文始祖轩辕
黄帝。

2019年，将迎来新中国70岁生日。“家国七十年”其实就是每一个平凡人的七十年，在新时代里，每一个平凡人都值得讴歌。4月10日起，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陆续推出大型重磅策划《家国七十年·我的故事》三部曲，从“我”的故事说起，用“小故事”展现“大时代”，用“小切口”反映

“大主题”，用“小人物”展现“大情怀”，用“我”的故事串起出彩河南的精彩篇章。
今天，《家国七十年·我的故事》三部曲之第二部《见证》系列推出第一篇，我们把镜头对准自第一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开始从未缺席任何

一届，十四年来从服务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毛头小子成长为“办典老人”的赵锡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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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发展见证者赵锡铭：

从民间盛会、新郑文化节到省级大典
拜祖大典影响空前扩大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章衡/文图

赵锡铭：新郑市黄帝故里景
区管理委员大典办负责人，作为
新郑人，自小就和新郑黄帝拜祀
活动有过多次交集。2006年，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升格为
省级主办，刚满22岁的他作为
新郑市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领导
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新郑市大
典办）工作人员，被抽调到郑州
市大典办，自第一届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开始，从未缺席任何一
届。十四年来，赵锡铭从服务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毛头小子成
长为“办典老人”。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从最初的民间祭拜，到作为中
国新郑炎黄文化旅游节重要内
容由新郑市政府主办，再到当
下成为河南省主办文化盛事。
每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都吸
引数十万海内外华夏子孙前来
寻根拜祖，已成为华人世界极
具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文化名
片。而黄帝故里——新郑也已
成为“世界华人拜祖圣地，中华
民族精神家园”。

作为见证者，赵锡铭讲述
的个人经历，或能更好地为我
们展现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一路
走来的点点滴滴。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的快速发展期，是
从2005年开始的，时任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曾
多次强调：“我们的文化
遗产与兄弟省市相比丰
厚得多，可我们没有去
充分挖掘、利用。”那一
年9月14日，徐光春专
程赴新郑市调研时，再
次表达开发好黄帝故里
的愿望，并希望把这作
为河南由文化资源大省
向文化强省转变的突破
口。郑州市和新郑市迅
速行动，为新郑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升格办典做
准备。

2006年初，河南省
委成立了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河南省组委会，正式
确立自当年起拜祖大典
升格为省级（省政协）主
办。此后，又逐步发展为
由河南省政府、河南省政
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中国侨联、中国台联、
国侨办联合主办，郑州市
人民政府、新郑市人民政
府承办的格局。

“2005 年，当时我
在新郑市旅游局上班，
听同事说新郑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升格为省里主
办了，我还真没感觉有
啥可激动的。”赵锡铭说，
主要是那时候自己刚毕
业参加工作，感觉这事
和自己没任何关系。

当时的赵锡铭想不
到，这前脚认为和自己
压根没任何关系的事，
一个月后就成了自己工
作的全部。

2005 年 11 月，赵
锡铭作为新郑市大典办
工作人员，被抽调到郑
州市大典办参与2006
年新郑市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升格后，第一届大
典举办前的筹备工作。

因为第一年高规格
举办大典，国内也没有现
成的办典规范学习，就算
学习了，没有正式把全
部流程参与一遍，很多
事你也搞不清楚。赵锡
铭作为年轻人，开始跟
着年纪大的同事、前辈
跑前跑后忙碌起来。

“第一次参与这项
工作，该先解决啥问题，
后处理啥问题，自己根
本也不知道。”赵锡铭
说，特别是三月三拜祖
大典举办前两三个月，
邀请哪些嘉宾，现场稿
件如何修改，大典流程
如何确定等，很多都是
具体负责领导定了，让
自己拿着意见去找分管
领导签字走流程。

最忙碌时赵锡铭
和同事们三天三夜都
没好好休息，五六个人
挤在十来平方米的宾
馆房间里，遇到该找领
导拍板的事，他穿着拖
鞋就跑过去汇报了。

“那时候谁也没在乎过
什么仪表、印象，就想
着赶紧把手头这个事
处理好。”

所有的努力并没有
白费，2006年，“丙戌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于
2006年3月31日（农历
三月三）在新郑黄帝故
里景区隆重举行。这届
拜祖大典由河南省政协
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
和新郑市人民政府共同
承办。这也是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升格为省级主
办后的第一届。

那一年，海内外炎
黄子孙近万人参加，大
典首次实现电视和网上
视频直播。中央电视台
对此次拜祖大典给予高
度关注，新闻频道、综艺
频道、国际频道同时进
行现场直播，直播过程
中还同时播出五大洲华
人同步拜祖的场景。欧
洲、北美、澳洲等20多
个华人集中的国家和地
区网站均可观看拜祖大
典全过程，大典影响空
前扩大。

三月三登新郑具茨山朝
拜黄帝，唐代以后渐成规制，
盛世时由官方主拜，乱世时由
民间自办，一直绵延至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
们开始重新重视黄帝文化资源
的价值。1992年，在较多海内
外学者专家认同了黄帝故里在
新郑的观点这一背景下，新郑
市确定在每年农历三月三举办
炎黄文化旅游节。往后每年农
历三月三，拜祖活动都会在新
郑市举行，但只作为炎黄文化
旅游节中的诸多内容中的一
项。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从最
初民间自发组织，每年零零散
散百十人前来，到如今省级层
面主办，成为八千人同时参与
的全球华人盛会。赵锡铭也
从模模糊糊知道到十几年来
全身心投入，看它影响逐渐增
大，如今回想起来，赵锡铭感
慨万千。

赵锡铭是土生土长的新
郑人，作为一名80后，小学三
年级时，就曾作为迎亲学生，
站在黄帝故里景区入口的主
干道上，欢迎前来参加拜祖仪
式的外地客人。

“当时景区只有故里祠这
一块主要建筑物，大家过来拜
谒黄帝像，表达对先祖的缅怀
之情。”赵锡铭说，现在算起来
那年应该是在1992年前后。
而1992年至2005年，拜祖大
典开始作为中国新郑炎黄文
化旅游节的重要内容由新郑
市政府主办，可以说从这时开
始由官方主办。

赵锡铭先后几次作为迎
亲学生参加的拜祖大典，正是
新郑拜祖大典由官办摸索阶
段，走向规范办典的初期。

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完美收官

祭拜黄帝曾只是旅游节中
诸多活动之一

黄帝文化旅游节升格为省级拜祖大典

拜祖大典升级省办影响空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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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锡铭，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管理委员大典办负责人 视频截图

“家国七十年 三部曲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