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丑年（2021）

点燃圣火：“人民英雄”张定宇、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白晶莹、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吴天祥、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维
澄。

颂唱炎帝：杨青、温玉娟、徐涛、刘
劲代表炎黄子孙恭读《颂炎帝文》。

■庚子年（2020）

点燃圣火：全国先进工作者张振
建，全国防疫先进个人潘瑞红、胡傲
容，脱贫攻坚先进典型严贤涛，抗疫志
愿者雷昊。

颂唱炎帝：现场高唱《炎帝大歌》
和抗击疫情公益歌曲《坚信爱会赢》。

■己亥年（2019）

点燃圣火：改革先锋茅永红、泰国
前国会主席蔡邬泰、全国劳动模范王
涛、美国商务促进会副会长刘纯清、阿
曼工业总署中国首席代表李向立、加
拿大杰出华商协会会长刘鑫

颂唱炎帝：来自大陆、香港、澳门、
台湾的青年歌手唱响《炎帝大歌》。

■戊戌年（2018）
点燃圣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特级技师崔蕴，中铁第四勘察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处总工程师邱绍
峰，全国劳动模范、武汉机械工艺研究
所编钟制造师刘佑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孙建波。

颂唱炎帝：五十六个民族代表恭
读《颂炎帝文》。

■丁酉年（2017）
点燃圣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副主任、航天英雄杨利伟。
颂唱炎帝：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

台地区的青年代表恭读《颂炎帝文》。
■丙申年（2016）
点燃圣火：辛亥革命先驱黄兴曾

孙黄柏禹，全国扶贫先进个人、十堰
市张湾区花果街道花园村党支部书
记王涛，感动中国 2014 年度人物、江
苏省祝塘镇景阳村村民张纪清。

颂唱炎帝：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
台地区的四名年轻男歌手演唱《炎帝
颂》。

■乙未年（2015）
点燃圣火：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

冀，香港特区政府驻汉代表方明远，
澳门特区政府驻京代表束文刚，台湾

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副理事长方
雕义，全国 30名乡村教师。

颂唱炎帝：总政歌剧团女高音
歌唱家金婷婷演唱《炎帝情，中华
梦》。

■甲午年（2014）
点燃圣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

员刘庆柱，首届全国道德模范吴天
祥，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院长顾宝桐。

颂唱炎帝：东北农民歌王马广
福、西北农民歌王王向荣、湖北土
家歌王王爱华领衔百名农民歌手
演唱《炎帝颂》。

■癸巳年（2013）
点燃圣火：中科院院士张俐

娜，中国工程院院士峁智、段正澄、
余永富。

颂唱炎帝：青年组合阿里郎演
唱《炎帝颂》，著名歌手谭晶演唱

《四海一心中国梦》。
■壬辰年（2012）
点燃圣火：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

地区的四名青年大学生代表。
颂唱炎帝：著名演员陈建斌担任主

奉祀官。歌手鲍蓉演唱《中华大家园》，
歌手毛阿敏演唱《绿叶对根的情意》，著
名歌手孙楠演唱《飞扬吧，旗帜》。

■辛卯年（2011）
点燃圣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鲁谆。
颂唱炎帝：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

担任主奉祀官，吟诵《奉祀祝辞》。香港
著名歌手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著
名歌手韩磊演唱《炎帝颂》。

■庚寅年（2010）
点燃圣火：奥运冠军李小双、“信义

兄弟”孙东林、全国劳模徐德、台湾新同
盟会会长许历农等传递并点燃圣火。

颂唱炎帝：著名表演艺术家鲍国安
担任主奉祀官。著名歌唱家杨洪基演唱

《炎帝大歌》。央视著名主持人陈铎朗诵
《本草经》。

■己丑年（2009）
点燃圣火：奥运冠军郑李辉传递圣

火，“杂交油菜之父”傅廷栋点燃圣火。
颂唱炎帝：台湾著名歌手童安格演

唱《把根留住》，著名歌手祖海演唱《和谐
中国》。

1、辛丑年（2021年）

主题：四海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主办单位：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华全国归国华
侨联合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
人民政府

2、庚子年（2020）

主旨：弘扬炎帝精神 共同抗击疫情
主办单位：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华全国归国华
侨联合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
人民政府

3、己亥年（2019）

主题：四海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主办单位：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华全国归国华
侨联合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
人民政府

4、戊戌年（2018）
主题：四海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主办单位：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华全国归国华
侨联合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
人民政府

5、丁酉年（2017）
主题：四海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主办单位：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家旅游局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
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 湖北省人民政府

6、丙申年（2016）
主题：四海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主办单位：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家旅游局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
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 湖北省人民政府
7、乙未年（2015）
主题：四海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主办单位：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家旅游局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
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 湖北省人民政府

8、甲午年（2014）
主题：四海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主办单位：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人民政
府

9、癸巳年（2013）
主题：四海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主办单位：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家旅游局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人民政府

10、壬辰年（2012）
主题：龙腾盛世 福佑中华
主办单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中国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人民政府

11、辛卯年（2011）
主题：天下随和 光耀华夏
主办单位：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中华

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人民政府
12、庚寅年（2010）
主题：华夏同根 和合天下
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湖

北省人民政府
13、己丑年（2009）
主题：同根同源 爱我中华
主办单位：湖北省人民政府

■辛丑年（2021）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季小军、曹煊一。
第二演播室解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原副院长刘玉堂，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
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春雷。

■庚子年（2020）

拜祖大典主持人：湖北卫视主持人姜
剑、陈超。

武汉直播间解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硕、世界中医药联
合会中医药文化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会长胡
真，湖北卫视主持人王惠主持。

■己亥年（2019）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周瑛锋、王洲，湖北卫视主持人姜剑、陈超。

第二演播间解说：著名文艺评论家仲
呈祥、台湾知名传记作家王丰，湖北卫视主
持人王惠主持。

■戊戌年（2018）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吕小骏，湖北卫视主持人姜剑、陈超。
第二演播室解说：著名文化学者、中央

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著名时事评论员、台
湾实践大学副教授赖岳谦。

■丁酉年（2017）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李红、吴

鹏，湖北广播电视台姜剑、陈超。
第二演播室解说：河南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王立群，台湾著名女作家、资深媒体
主持人黄智贤。

■丙申年（2016）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鲁健、李红，
湖北卫视姜剑、陈超。

第二演播室解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张颐武，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马敏，台湾新闻媒体人、电视节目主持人兰萱。

■乙未年（2015）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梦桐，湖北卫

视姜剑、陈超。
■甲午年（2014）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鲁健、桑晨，

湖北卫视姜剑、王惠。
■癸巳年（2013）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陈铎，湖北卫

视姜剑、王惠、陈超。
第二演播室解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鲁健，

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
■壬辰年（2012）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陈铎，凤凰卫

视许戈辉，湖北卫视王惠。
■辛卯年（2011）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赵忠祥，台湾

主播胡一虎，“华视”主播萧裔芬，湖北卫视王
惠。

■庚寅年（2010）
拜祖大典主持人：凤凰卫视董嘉耀、周瑛

琦，湖北卫视王惠。
■己丑年（2009）
拜祖大典主持人：中央电视台水均益、敬一

丹。
第二演播室解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羽，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博士生
导师于丹。

每年寻根节，国家领导人，国家有关部委和湖北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等莅临随州，共同出席大典，拜祖祈福。每年寻根节前，都会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点进行圣火

采集和传递。炎黄子孙的优秀代表们在开幕式现场点燃
圣火、拜谒炎帝，传承炎帝精神，祈福国泰民安。

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炎帝神农精神是中华民
族伟大精神的源头。随州作为炎帝神农诞生地，已连续13年成功举办了
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海内外嘉宾对随州
寄予了殷切厚望。

崇高礼赞崇高礼赞 殷切希望殷切希望

寻根节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宣传，在国际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
赞誉。

炎帝精神炎帝精神 代代相传代代相传 国家重视国家重视 部省联办部省联办

媒体关注媒体关注 广受赞誉广受赞誉 ■辛丑年（2021）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张平：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
掘、整理、阐释工作和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
主席——高云龙：要充分发掘“曾随
文化”内涵，让丰厚的文物资源“活”
起来，讲好历史故事，擦亮文化名
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任大援：希望随州传承炎帝精
神，借用炎帝平台，在农业和中医药
产业上深耕细作，用现代科技把这
两块融合起来，推动随州迈向更高
的发展水平。

■庚子年（2020）

湖北省副省长——肖菊华：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亿万
中华儿女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推动
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
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力
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充分展示
了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充分彰显了炎帝精神历久弥新
的强大生命力。

■己亥年（2019）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陈镇
湘：这里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我们
都是炎黄子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要靠大家同心协力。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
席——齐全胜：寻根节已经打造成
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牌，并向全世
界展示了当代湖北、当代随州的崭

新形象。
■戊戌年（2018）
中国国民党荣誉副主席——蒋

孝严：寻根节这一载体，有利于两岸
增进彼此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认同，
希望两岸共同努力，更好地传承弘
扬中华文化，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鄂台
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之女、中
国侨联海外顾问——张素久：随州
深厚的历史文化让人感受到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感受到中
华民族的伟大，年轻的一代要更好
地学习、认识、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丁酉年（2017）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林政

则：寻根节这个全球华人华侨交流
的文化载体是持之以恒的，应该继
续办下去。

孙中山中心基金会主席、孙中
山曾孙——孙国雄：寻根节拜祖大
典办得非常有意义，庄严的祭祖仪
式可以帮助我们继承先人优良的传
统和精神，教育年轻一代。

■丙申年（2016）
中国国民党荣誉副主席——蒋

孝严：寻根谒祖是两岸交流的文化
脐带，这根脐带是永久性的、割舍不
断的。寻根节已很有影响，要持续地
办下去，进一步增进全球华人的凝
聚力。

中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
不忘本来，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寻
根节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非常有意
义。

■乙未年（2015）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随

州不愧是中国编钟之乡、音乐之乡。
要加大优秀文化的传播力度，增强民
族自豪感，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樊代明：在炎帝神农故里，感受到了
中医药文化的深厚与源远流长。在
这里举办中医药文化论坛，增添了
对中医药发展的信心。

■甲午年（2014）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许嘉璐：寻根节很能触动和凝聚全
球华人尤其是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
区炎黄子孙的感情。随州打好文化
牌，要在“普及”上做文章，把为民、
仁慈、奉献、开拓等精神传到每家每
户，并一直传承下去。

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
叶克冬：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同
胞通过共同祭拜始祖炎帝，加强心
灵之间的沟通，增进了解。

■癸巳年(2013)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华建敏：为随州博物馆题
词“中华瑰宝”。

国家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王志发：近年来随州旅游产
业发展快，寻根节已成为全省乃至
全国的一大文化旅游品牌。

■壬辰年（2012）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

席——孙家正：通过举办寻根节，随
州城市建设有品位，文化建设有内
涵。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致函：湖北随州作为“炎帝神农故
里”，举办此项盛典，对于海内外同
胞共同传承炎帝神农精神，弘扬中
华文化，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意义至
深至远。

■辛卯年（2011）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

寻根是寻文化之“根”，要弘扬炎帝
神农文化，让文化枝繁叶茂，促进经
济大树参天。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王俊义：炎帝故里名不虚传，不
虚此行。

■庚寅年（2010）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

云林：要实现民族团圆，实现和平统
一，需要认祖归宗；海峡两岸都是龙
的传人，都是炎黄子孙，把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对于海峡两
岸的同胞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赵阳：
寻根节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
平台，增进了海内外华人的感情，加
深了民族认同感。

■己丑年（2009）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

建中央主席——陈昌智：随州打好
文化品牌，突出“炎帝神农故里，编
钟古乐之乡”的特色，发展特色旅游
经济，办好炎帝故里寻根节。

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海
峡两岸，都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
到炎帝神农故里参加寻根节，是中
华儿女梦寐以求的机会。

（注：本版文章中领导和嘉宾职
务为时任职务）

四海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历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精彩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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