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言以蔽之，民智优势也就是人的优势。如果将民智优势转化为信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就能助力信阳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创造发
展新优势，加快实现富民强市步伐。众人划桨开大船，民智优势重在“联”。当前，我市应当抓住世界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产业向亚洲，特别
是东亚、南亚转移，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机遇，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民智优势；依托台办、侨联、台
联、市根亲文化研究会及相关民间社团组织，对全市根亲文化资源、宗教文化以及民间社团，各界人士进行摸底，建立健全资源库、信息库、专
家库、项目库，在近年招商引资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联谊活动；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发挥民智优势，放大民智效应。

潢川

黄氏挑大梁
目前黄姓人口有

3000

万，在福建和台湾仍有“陈林半
天下，黄郑排满街”的说法。潢川县在招商引资中，通过老
乡介绍、商会联络、企业牵线，依托亲情、友情，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地开展项目洽谈活动， 形成本地企业共同投
资、本土企业与县外企业联合投资、外出成功人士直接投
资等多种投资形式。截至目前，全县共引进

10

亿元以上的
大项目

7

个，分别是总投资
18

亿元的苏中电子商贸博览城
项目、总投资

46.7

亿元的东方物流港园区项目、总投资
27

亿元的黄国故城文化旅游区项目等
7

个项目。

（本报记者王博）

淮滨
蒋氏创大业

淮滨作为西周蒋国故里和蒋氏文化的发源地， 拥有
丰厚独特的根亲文化资源。近年来，淮滨县委、县政府在
招商项目中，利用中华蒋氏祖根文化研究会人脉广聚、联
系广泛的优势，积极联系浙江省蒋氏宗亲会、浙江省淮滨
老乡会，通过以商招商、以情招商的方式收到好的效果。

共与外地企业签订了
30

个重点招商项目， 合同总金额达
28.7

亿元人民币，落地项目有浙江纺织工业园、河南麦德
隆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厚华电动产业园和金诺服饰有限
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现已完成投资额达

16.3

亿元。浙江
纺织工业园为第四届中华蒋氏淮滨寻根文化节签约项
目， 由浙江河南商会会长华长明先生联合浙江当地纺织
界企业家投资兴建。 河南麦德隆食品项目于第五届中华
蒋氏淮滨寻根文化节的项目发布会成功签约， 该项目总
用地

1000

亩，总投资
20

亿元。

（本报记者王博）

息县
赖氏立大功

息县赖氏研究会针对赖氏起源地有多种说法和赖、

厉起源混淆的情况，同省内姓氏专家、学者一起共同进行
了大量史料、遗址遗迹研究，论证编辑了《赖氏起源于息
县包信镇》，取得了海内外赖氏宗亲的一致认同。目前赖
姓人口有

240

万。近年来，来自世界各地有超过
1

万人次赖
氏宗亲代表先后到息县寻根祭祖、考察投资。总投资

1

亿
元的古赖国文化园建设已进入二期工程， 计划

2016

年完
工。目前总投资达

12

亿元的息县最大的集餐饮服务、观光
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美食城，就是通过赖氏宗亲联谊
活动进行招商引进的项目。今年以来，该县共走访客商

80

余人次，洽谈项目
30

多个。息县统战系统共招商引资项目
5

个，总投资
49.8

亿元，现已到位资金
20.4

亿元。

（本报记者王博）

风光依旧
豫剧“开漳圣王”二度赴台

今年
6

月
6

日，河南信阳市豫剧团新编豫剧《开漳圣王
陈元光》再次赴台演出。此次赴台首场演出在台湾花莲县
新城镇安宫陈元光庙举行，当地政府官员、知名人士、企
业家及周边村民数百人观看了演出。整场演出丝丝入扣，

高潮迭起，声腔与表演相得益彰，让广大观众深刻领略到
了豫剧的生动、豪放之美，台下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新城镇安宫是花莲县新城乡两大庙之一， 开漳圣王
为该庙唯一供奉的神。 在新城众多信奉的民间神当
中， 开漳圣王所融入的信仰地域及人口独占鳌头， 仅顺
安、新城两村就有三千多人。为了筹备此次演出，新城镇
安宫连续两天通过出动宣传车、 发放演出手册进行宣传
造势，并对演出进行了精心准备。

新城镇安宫主任委员陈金龙表示，新编豫剧《开漳圣
王陈元光》给民众带来的是历史及文化、信仰的盛宴。他希
望能回到开漳圣王的故乡走走看看，不断加强两岸民众之
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在花莲首场演出后，信阳市豫剧团
《开漳圣王陈元光》剧组又赴台南、嘉义、南投、台北等地连
续演出

8

场。

2013

年，该剧在台演出时引起强烈共鸣。

（本报记者王博）

寻根谒祖
台湾开漳圣王宫庙组团来信

今年
8

月
21

日
-22

日， 台湾中华侨联总会秘书长郑致
毅、台湾开漳圣王庙团发展协会理事长李竹村、台湾中华
侨联总会副秘书长廖俊杰， 带领台湾开漳圣王宫庙负责
人一行

50

余人，来我市寻根考察。这是该协会第一次组团
来信，团员中年龄最大的

80

多岁。

开漳圣王———陈元光，原籍河南光州（现信阳辖区），

唐朝时期随父陈政率部众入闽，平息啸乱、奏置漳州、开
办学校、教化民众、开荒垦田、开放港口、建设闽南，被后
世尊为“开漳圣王”。开漳圣王崇拜是台湾第二大民间信
仰，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台湾供奉“开漳圣王”的庙宇达
300

多座，信众超过
800

万人。

在我市期间， 台湾中华侨联总会相关负责人与市委
统战部、市根亲文化研究会领导进行了沟通交流，就双方
加强往来、深化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联络联谊达成了共
识，为进一步促进两岸同胞交往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提
供了新的载体。 台湾开漳圣王宫庙负责人团队还参观了
市博物馆、南湾湖和鸡公山，在固始县参拜了开漳圣王纪
念馆和陈氏将军祠。

（本报记者王博）

亲

叶茂缘自根深

———信阳市根亲文化研究走笔
本报记者王博

根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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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茂缘自根深，根深才能叶茂———根亲文化研究同样如此。因为，对此研究的越深越透，取得的成果就会越多越好。

研究根亲文化，有苦也有乐。苦，是因为溯源的枯躁
;

乐，是因为收获的欣喜。信阳市根亲文化研究会自
2013

年
9

月换届以来，在自身建
设、理论研究、宣传交流、联络联谊等工作中持续求进，务实发展，积极作为，取得的成果令人刮目。

5 年机遇正逢时
在台湾，八成居民及海外华侨华人都是福建、广东的移民。由于闽台关系最为直接，台湾民众也自认为来自福建，同时也因为

语言的相同，就形成了福建与台湾的亲密关系，许多台湾民众到福建寻根问祖。

殊不知，在历史和时间上，向上推进
800

年，到达隋末唐初；在地理和空间上，向上推进至少
1200

公里，到达中原河洛地区
今天的信阳。这两个“倒推”恰如一条“时光隧道”，让台湾同胞在今天的信阳找到了自己最原始的根———当年，在中华民族百
家姓中就有

87

个姓氏的将士，追随开漳圣王陈元光入闽。这是我市根亲文化研究最新获得的成果之一。

研究发现，当年
87

个姓氏的后裔，目前占台湾总人口的
80%

以上；研究发现，在汉姓
100

个大姓中，有
13

个姓氏源于信
阳，其中，黄、罗、赖、蒋这

4

个姓氏的唯一根源地就是信阳；研究发现，在全世界
2000

多个民族中，唯有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有
着深厚的“根亲”意识。他们走到世界各地，或联谊结社，或续谱归宗，炎黄子孙深厚浓郁的“根亲”之情，世世代代在他们的
血管中流淌；

800

年后的今天，根亲文化蕴藏着无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个社团获殊荣
信阳市根亲文化研究会换届以来，成员由单一的统战部门扩展到人大、政府、政协部门，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

理事会员同样广泛吸收了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的加入，在原有基础上突破界别、提高层次、壮大队伍，成为有广泛
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社会团体。研究会有了办公用房，配置了办公设施和工作人员，为研究会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市根亲文化研究会和孔氏研究会顺利通过民政部门评估，跻身全国“

4A

”级社团组织行列，市根亲文化研究会获得
2013

年全市社团组织先进单位称号。

5 个姓氏族谱填空白
今年

4

月
28

日，信阳根亲文化网正式开通，成为我市宣传根亲文化资源、交流研究成果、增进与海内外联络联
谊的重要平台。目前网站已发布动态资讯

21

篇、研究论文
40

篇、各类活动图片
150

幅。市根亲文化研究会在办好会
刊、简讯、宣传折页的同时，精心编辑《信阳根亲文化》。

2013

年，该刊被表彰为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优秀期刊。

2014

年，全市各姓氏文化研究团体本着弘扬姓氏文化、留存祖根记忆的精神，积极编修族谱族志，梳理姓氏流脉，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2014

年
7

月
24

日，在信阳市根亲文化研讨会上，孔、曾、黄等
10

个姓氏研究会负责人，分别将各
自姓氏的族谱捐赠给市图书馆，填补了该馆地方文献室没有族谱的空白。市图书馆馆长崔亚军分别向各捐赠单
位颁发了收藏证书。

5 位专家组成人才库
根亲文化说小，仅是一个姓氏；说大，四海之内皆有缘。信阳市

6

个县、区有姓氏起源，源于信阳的姓氏大小二
十多个。信阳是广大闽南人、台湾人和部分客家人的祖根地，也是众多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的祖根地，因此，

研究根亲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将随着人类的发展而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

2014

年度信阳市根亲文化研讨会得到
了广大理事会员积极响应，共征集论文

37

篇，经专家评审后有
26

篇分获一、二、三等奖，目前已建立了
55

位成员组
成的专家人才库。在理论研究方面，经常得到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的指导和帮助。

9 场联谊结交海内外
改革开放以来，信阳在寻根热中越来越显魅力。十多年来，先后有闽粤、台港澳和东南亚及欧美等地

20

多个国
家、近

50

个姓氏宗亲组织的寻根之旅，不顾山高水远，奔向信阳。仅今年，就有
9

场“走出去、迎进来”的根亲文化联谊
活动。开漳圣王宫庙负责人团队来我市寻根考察期间，台湾中华侨联总会与市委统战部、市根亲文化研究会就双方

加强往来、深化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联络联谊达成了共识；市根亲文化研究会应邀参加了第十二届中国河洛文化研
究会研讨会、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

2014

年年会、第八届李氏文化年会等，与海内外学者广泛交流并虚心学习；市根亲
文化研究会应邀参加了中原（固始）根亲文化节及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活动。此外，市根亲文化研究会还派员参加
了世界客属第二十七届恳亲大会、世界炎黄姓氏文化研究会一届二次理事会、河南省毛氏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

4 亿彰显根亲魅力
在“开漳圣王”陈元光祖祠，在闽王王审知故里，在燕子山施氏祖陵，在先民祖居地，他们虔诚地挂起先祖的画像，摆上

精致的祭品，长跪不起……这样的尊宗敬祖场景、这样的怀亲之情无不令人动容。

这是朴素的草根文化、也是发展经济的纽带。近年来，全市县、区根亲文化工作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扎实推进，根亲文化在
招商引商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县、区通过根亲招商方式引进的落地项目资金

42.8

亿元。仅今年，引进的项目就有
16

个，落地项
目资金

8.5

亿元。

5 个社团活跃在基层
2014

年，全市各姓氏社团在广泛开展联络联谊、组织宗亲扶困助学、编修族谱族志、支持姓氏宗亲企业发展、加强自身基础建设等方面取
得了可喜成绩，对开展姓氏文化研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我市根亲文化品牌，提升信阳对外的影响作出了贡献。孔氏研究会加强自身建
设，通过了民政部门“

4A

”级社会组织评定；曾氏研究会全市及县区续谱工作基本完成，在弘扬“孝德”家风上成绩突出；陆氏研究会紧密结合信
阳茶文化与陆羽的渊源关系，在对外交流方面取得新的成绩，扩大了信阳影响；朱氏研究会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在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大别
山朱氏商会，走出了研究会、商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路子；杨氏研究会在组织建设、族志编修、扶弱济贫、发展杨氏企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呈现出规范管理、良好发展的局面；李氏文化研究会隆重举办了第八届年会，大力提倡传家风、铸族魂、扬正气、荣宗族的姓氏族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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