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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亲文化让信阳更出彩在中国移民史上， 自先秦
至明清， 中原是向南方输出人
口的主要根据地和中转地。 东
南移民中有着永远的“中原情
结”， 他们对祖地的记忆便是
“光州固始”。 历史上中原向南
方的多次移民以及唐“开漳圣
王”陈元光、唐末五代“闽王”王
审知两次入闽，历经数十代，其
后裔遍及福建、广东、港、澳、台
等地及新、马、泰等国。

1981

年，厦门大学教授黄
典诚来到河南固始考察闽南方
言渊源，并在《河南日报》发表
文章《寻根母语到中原》，首次
明确提出“台湾同胞寻根的起
点是闽南， 终点无疑是河南”，

从而揭开了河南根亲文化发展
的序幕。

近几年， 我市也紧随其后，

开始了寻“根”之旅。 并且，我市
依托丰富的根亲文化资源，加
强了与海内外的联系， 不仅大
大的提高了我市的对外知名度，

同时还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

来我市寻根谒祖，投资兴业。

根亲文化让信阳扬名海外
2015

年
7

月
27

日， 信阳
根亲文化研究会参访团一行

9

人，赴台北市、台中市、嘉义市、

南投县等地， 先后拜访了台湾
中华侨联总会及台湾开漳圣王
宫庙发展协会， 台湾蒋氏宗亲
联谊会，台北杨氏宗亲会，台湾
王氏宗亲会， 中华河洛文化暨
开漳圣王文化研究会筹备处；

参观考察了台北碧山岩开漳圣
王陈元光庙，台北“回知堂”杨
圣庙，嘉义北社尾王氏宗祠，以
及台北中山纪念馆和台北故宫
博物馆。

2015

年
11

月
28

日，信阳
根亲文化研究会与固始专家一
行

5

人，赴福建福州、厦门、漳
州开展交流活动， 先后拜访了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 福州
市闽王王审知文化交流中心等
与根亲文化有关的研究会，并
与当地根亲研究会会长、 姓氏
文化研究专家学者进行了一系
列座谈交流。

此次赴闽建立了信阳与福
建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
联系，提高了信阳影响力。

根亲文化助推经济发展
根亲文化的发展不仅提高

了我市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同时

还为我市引进项目、资金、人才创
造机遇和条件，促进信阳对外经
贸合作、招商引资上做出了贡献。

2011

年以来，淮滨中华蒋
氏根亲文化研究会利用举办
“海峡两岸蒋氏文化论坛暨中
华蒋氏淮滨寻根文化节”之机，

牵头策划并组织了
3

场“中华
蒋氏企业家联谊暨淮滨县招商
项目发布会”、

2

次“海峡两岸
企业家淮滨行”和

3

次“中华蒋
氏企业家沙龙”活动，共与外地
企业签订招商项目

30

个，合同
总金额

28.7

亿元人民币，在淮
落地企业

3

个。 其中，在
2012

年“首届海峡两岸蒋氏文化论

坛” 上签约的河南麦得隆食品
工业园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

在息县， 赖氏宗亲总会计
划投资

1

亿元人民币建设占地
80

余亩古赖国文化园。古赖国
文化园建成后，将集文化研究、

旅游观光、 宗亲联谊、 祭祀朝
拜、兼营商业于一体。赖氏后裔
赖卫东计划投资十二亿元，建
设赖氏息县美食休闲文化园、

赖氏大酒店。

在潢川， 招商引资项目和
捐资趋于常态化。 河南裕丰粮
业公司投资食品生产项目、河
南鑫园林构件工艺制品公司
建设项目和河南慧江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付氏沁园现代生态农
场项目在潢川签约。

如今， 各县区依托信阳丰
厚的根亲文化资源优势， 充分
发挥根亲文化“软实力”效应，

化无形为有形， 为助推魅力信
阳全面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信阳：让美丽与发展同行

信阳消息（《河南日报》 记者
胡巨成通讯员刘倩）

9

月
12

日，记者在信阳市平桥区奥吉特食
用菌项目基地采访时看到，智能化
的车间内，一排排白白胖胖的食用
菌褐蘑菇，比肩而立，煞是可爱。 这
里，从培养料制作到基料传送全部
由旁边总控室的电脑操控。

“食用菌菇的原料为小麦秸秆、

木屑等，当菌菇采摘后，剩下的菌糠
可用于肥料或家畜的饲料。 从源头
到尾部构成了一个完全无污染的循
环链条。 ”该项目负责人宋俊刚介
绍说。目前公司有

9

个标准化菇房，

日采摘菌菇近千斤，八成销往日本、

韩国和港澳台地区，可带动
30

万农
民种植小麦，销售秸秆。

资源共享，循环利用。 像食用
菌菇这样的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在信
阳遍地开花———

“中国花木之乡”潢川县，花木
种植面积发展到

26

万亩，年产值达
28

亿元。漫山遍野的花木富了当地
百姓，也绘就了一幅幅园林美景。

商城县充分挖掘山林资源，发
展板栗、茶叶、桑园、油桃、冬枣、珍
珠菌、檬籽等经济林果生产基地，油
茶挂果面积已达

11

万亩，年产茶油
200

万公斤，产值
1.5

亿元。

“点绿成金。 ”全市
210

万亩生
态茶园，让信阳

120

万茶农每年茶
叶人均收入近万元。 林、菌、药、茶、

牧、果、花……信阳生态农业生产画
卷正徐徐展开。

在不久前出炉的《信阳“十三
五” 规划纲要》 中，“生态文明建设”

“青山绿水蓝天红城”“生态经济先行
区”等字样多次出现。从吹响“生态立
市”号角，到着力构建“充满活力的生
态经济先行区”，信阳人民正努力实
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在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面对全国亿万听众坦
言， 要“把城市轻轻地放在山水之

间。 ” 轻轻地， 就是全心全意地呵
护，贴心贴肺地关怀，话语间饱含对
这片山水初恋般的珍爱和慈母般的
“舔犊”情怀！

为此， 信阳开始说“不”。 从
2014

年起，就严格推行“产业发展
和区域开发环境保护负面清单”制
度，一大批“环保存疑”的工业项目
被“婉拒”。 全市所有立窑水泥生产
线被强行拆除，

360

多家粘土砖瓦
窑场和

100

多家简单珍珠岩加工企
业被淘汰，

139

家燃煤锅炉退出历
史“舞台”。

维护了青山秀水，也增加了客商
们投资创业的信心。 短短几年，信阳
特色工业化道路越走越宽。星天空数
码、 天扬光电等一大批电子信息、高
科技项目落户信阳，新型建材、绿色
食品、电子信息、现代家居、电商物流
等主导产业业已形成，去年规模以上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200

亿元。

旅游业也在蓬勃发展。 凭借鸡
公山、南湾湖、黄柏山、汤泉池等自然
风光，苏区首府、将军故里、千里跃进
等红色品牌，还有郝堂、西河等一批
响誉全国的美丽乡村，吸引了天南海
北的休闲观光客涌入信阳。统计资料
表明， 今年上半年全市旅游接待
1682

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
104.65

亿元，各项经济指标再创新高。

山绕绿城城砌玉， 城裹碧水水
飞虹。 信阳，这幅浓墨重彩的风光画
卷，这个碧玉装点的豫南小城，先后
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级生态
示范市”、“国家卫生城市” 等荣誉称
号，已连续八届荣获中国十佳宜居城
市，连续六届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 现在又在向全国文明城市进发，

今天的老区人扬眉吐气、自信满满！

“信阳的山水， 是大自然的厚
赐。坚持绿色发展，做强做大信阳特
色经济是我们的应尽之责。信阳，必
须让美丽与发展同行。”信阳市长尚
朝阳如是说。

家风的力量

信阳市根亲文化研究会协办

编者按：根亲文化是以根为缘而发生和发展的一种追索族源、血脉相继的文化现
象，包含姓氏文化、始祖文化、政治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丰富内容。这种文化是一种血浓
于水的亲情文化，是叶落归根思想在另一种方式上的体现，也与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
的伦理观念相符合。 本报从即日开始，将推出“家风的力量”系列报道，带领读者体会
我市的“寻根”之旅，以及我市各个姓氏的家风、祖训在根亲文化中起到的作用。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韩蕾）“遥远的
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我们
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

13

日晚上，金
牛古镇文化公园格外热闹，丝竹之声不绝
于耳，鼓掌之声经久不息。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市文广新局等单位主办的“故
乡月·团圆情”

2016

信阳中秋赏月晚会正
在这里举办。 美轮美奂的歌舞表演，耳熟
能详的经典曲目，不仅让观众提前感受到
了节日的氛围，同时也领略了传统文化的
魅力和内涵。

晚上
7

时
30

分，晚会准时开始。 一
曲由琵琶、月琴、二胡等我国传统乐器合
奏的《春江花月夜》拉开了整场晚会的序
幕。 经典诗歌朗诵、男女声对唱、剪纸表
演、古琴独奏、京剧表演……晚会上所表
演的节目均与我国传统文化有关，让台下
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许煦是我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也
是一名优秀的剪纸艺人，晚会上她出神入
化的剪纸表演，让人叹为观止，一张红
纸，仅仅一支曲子的时间，就变成了一
副精美的剪纸作品。 “剪纸是我国的传
统艺术，希望通过我的表演能让更多的
人了解剪纸， 能有更多的人去愿意学剪
纸，并且能主动参与到剪纸的创作中来。”

许煦说。

“晚会的节目内容很好， 非常贴合中
秋的节日气氛。 ”市民金先生家住中山南
路，得知金牛古镇文化公园有晚会，便开
车带着一家老小来看晚会， 看着台上精
彩的表演， 他觉得不虚此行，“通过晚会
让我们看到了身边优秀的传统文化，希望
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室外的晚会，让我们
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也能丰富我们的业余
生活。 ”

故乡月 团圆情

我市中秋赏月晚会精彩上演

晚会现场首席记者韩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