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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临汾 4 月 5 日
电 中 新 社 记 者 杨 杰 英
又 是 一 年 清 明 时 。“ 我 的
心情非常激动，中华儿女
血 脉 情 深 。”这 是“80 后 ”
台 青 汤 雯 喻 第 一 次 来 到

“ 华 人 老 家 ”山 西 临 汾 洪
洞大槐树寻根祭祖。

4 月 5 日 ，第 三 十 三
届 洪 洞 大 槐 树 寻 根 祭 祖
大 典 在 山 西 临 汾 洪 洞 举
办 。 来 自 海 内 外 的 古 槐
后裔代表共祭先祖，共话
同根亲情。

上午 9 时许，祭祖大典
在 18 声 礼 炮 声 中 拉 开 帷
幕。在庄严肃穆的祭祖广
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大槐树祭祖习俗”的各
项仪程依次呈现。

洪 洞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规 模 最 大 、时 间 最 长 、范
围 最 广 的 官 方 移 民 起 源

地，洪洞大槐树更是见证
了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
大 移 民 。 历 经 数 百 年 繁
衍 生 息 、开 枝 散 叶 ，如 今
的古槐后裔遍布全球。

大 槐 树 下 清 明 共 祭
移民先祖，是“华人老家”
洪 洞 每 年 的 传 统 。“ 我 从
小 就 听 长 辈 讲 过 ，‘ 脚 指
甲盖分两瓣的人，祖籍都
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
故 事 。 我 们 的 汤 姓 也 是
从 大 槐 树 迁 移 走 的 。”在
谈到那份浓浓的乡情时，
汤雯喻数度哽咽拭泪。

“ 作 为 海 外 游 子 回 来
祭 祖 ，千 里 迢 迢 回 乡 寻
根，更多的是希望枝繁叶
茂 。”马 拉 维 中 华 晋 商 总
商会秘书长高晋俞表示，
希 望 更 多 海 外 游 子 能 回
来探亲旅游、投资兴业。

在 洪 洞 大 槐 树 寻 根

园区的祭祖堂，堂前置有
香炉，堂内设 1230 个移民
先祖姓氏的牌位。

祭 祖 大 典 结 束 后 ，日
本 关 西 华 侨 华 人 山 西 同
乡 会 会 长 杨 裕 斌 有 些 迫
不 及 待 地 前 往 祭 祖 堂 。
虽 然 这 不 是 他 第 一 次 来
洪洞祭祖，但每次来都有
不 同 的 感 受 。“ 每 次 回 来
都有新的变化，希望海外
的 华 侨 华 人 多 回 来 看
看。”

“ 寻 根 祭 祖 大 典 自
1991 年 举 办 以 来 ，参 加 活
动 的 海 内 外 华 侨 华 人 已
超过 100 万人次。”洪洞大
槐 树 寻 根 祭 祖 园 有 限 公
司 常 务 副 总 经 理 何 东 海
介绍，洪洞大槐树祭祖活
动 在 海 内 外 华 侨 华 人 当
中影响深远，能够延续血
脉、延续亲情。

海内外古槐后裔齐聚“华人老家”山西洪洞寻根祭祖

4 月 5 日，第三十三届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大典在山西临汾洪洞举办。图为活
动现场。 中新社记者 杨杰英 摄

中新社上海 4 月 5 日
电 作者 范宇斌 中国
乡村振兴“加速跑”。眼
下，“侨助乡村振兴”在上
海 的 乡 土 之 间 化 作 一 个
个可见、可感、可期的产
业振兴项目。

梨花风起正清明，在
横 跨 上 海 市 嘉 定 区 华 亭
镇 和 江 苏 省 太 仓 市 浏 河
镇的“四季亭浏”长三角
乡村振兴开拓区，数千亩
梨花盛开，吸引游人前来
踏青赏春。

参 与 建 设“ 四 季 亭
浏”项目的上海愚农农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市 场 部 负
责 人 贾 腾 飞 是 一 名 海 归
青年。他介绍，“我们有
个理想，让农场变工厂、
田 间 变 车 间 、菜 园 变 花

园，打造农业 4.0 版本，也
让 更 多 年 轻 人 爱 上 农
业。”

从 传 统 农 业 转 入 文
旅 新 赛 道 ，贾 腾 飞 希 望

“四季亭浏”项目能够使
“ 一 产 ”优 起 来 ，“ 二 产 ”
强起来，“三产”旺起来。
他透露，得益于农产品规
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
产，他们已在上海全市开
设 直 营 农 产 品 销 售 门 店
50 余家。

“ 侨 助 乡 村 振 兴 ”并
非孤例。“华亭镇原本没
有花卉产业，我们和昆明
国 际 花 卉 拍 卖 交 易 中 心
合作，将春城鲜花升级包
装，结合非遗文化，打造
电商平台，催生了华亭镇
鲜花产业。”华亭镇新侨

人士、上海超大新现代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花 卉 部
经 理 孙 陈 介 绍 ，当 地 以

“无中生有”打造了姹紫
嫣红的“浏岸花鸣·拾里
花庭”项目。

文 化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根 与 魂 。 上 海 拥 有 独 具
特色的海派文化、咖啡文
化。在城区，文化场所随
处可见。在乡村，文化服
务如何便捷触达村民？

华 亭 镇 侨 联 主 席 周
红 亚 在 当 地 创 立 了 乡 土
咖 啡 品 牌“HOUS 咖 啡 空
间”。“归国后，我抱着对
家乡的深厚感情，带动文
化产业进乡村。”周红亚
以咖啡为媒，结合公益服
务、非遗文化等，把咖啡
空 间 打 造 成 了 集 文 化 展

览、休闲咖吧、法治宣传、
便 民 服 务 于 一 体 的 文 化
空间。

走 进 华 亭 镇 新 侨 驿
站，侨界摄影家陈启宇在
此举办“小城故事多”主
题个人摄影展，用一幅幅
照片展示了 40 多年来嘉
定城市变迁、地方风土人
情和百姓生活风貌。

沪 上 侨 界 投 身 乡 村
振兴，一个个项目在乡土
间“遍地开花”。

上 海 瀛 东 度 假 村 位
于崇明岛，崇明区侨联主
席、崇明瀛东度假村总经
理杨霞说，崇明瀛东度假
村 帮 助 当 地 乡 村 改 建 设
施、管理文旅项目、运营
种养殖业，“希望立足区
域特色，有效开发乡土资

源，让农民收获更多获得
感和幸福感。”

中 国 侨 商 联 合 会 监
事、上海市侨商联合会副
会长王闽 1992 年从国外回
到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创
业，助力家乡打造文化名
片、建设归国留学人员创
业基地等。王闽表示，“在
海归创新创业浪潮中，希
望更多人能够怀着乡情回
到乡土，用先进理念和技
术振兴乡村。”

沪上侨界助力乡村振
兴的脚步还走出了上海。
12 年前，“彩云绣娘”品牌
创始人、沪滇帮扶绣娘大
联盟领头人靳英丽走进云
南大山深处，把云南绣娘
的作品带出大山。

“小小绣花针，改变千

万家。如今已有 1146 个来
自云贵川的绣娘跟着我一
起创业，把作品卖到了全
世界。”靳英丽说，“乡村
振兴需要情怀和执着，需
要走进乡村，和村民一起
努力实现勤劳致富。”

“‘侨助乡村振兴’是
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是
需 进 一 步 拓 展 的 广 阔 天
地。”上海市侨联主席齐
全 胜 表 示 ，推 动 乡 村 振
兴、城乡融合发展是上海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一 项 重 要
任务，侨联组织将积极支
持 鼓 励 新 侨 人 士 扎 根 乡
土创新创业，推动侨界以
各 种 方 式 支 持 和 参 与 乡
村振兴，促进交流合作，
不 断 壮 大 侨 助 乡 村 振 兴
的力量。

““侨助乡村振兴侨助乡村振兴””在上海乡土之间开花结果在上海乡土之间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