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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现场

10月29日，建宁县民政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来了一位群众，他手捧锦
旗，一进门便握住了工作人员的手。

“我是受我岳父陈进添的委托，来
送锦旗表达感谢！岳父说离家这么多
年，一回来还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养老
服务，非常感动，夸你们是真心实意为
群众服务的好干部，谢谢你们！”杨建军
激动地说。

陈进添出生于1954年，是建宁县溪
源乡都团村村民。十几年前陈进添因
家庭困难与同乡一同外出务工补贴家
用，期间，他受到了不法分子的蒙蔽，身
上所带的财物全部被骗。

陈进添认为辜负了家里的期望，没
脸回家，更不敢告诉家人，自那以后，便
与家里断了联系。

失踪的这些年，陈进添的家人通过
公安部门、当地政府、村委会等多渠道
寻找老人，最终都一无所获。

寻找无果，陈进添家人被迫在2015
年2月宣告了他失踪并办理了户口注销
手续，建宁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也相应暂停发放老人的养老金。

2015 年至 2023 年，陈进添失踪期
间，建宁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基本每年都会联合溪源乡劳动保障所、
村协理员上门询问陈进添是否与家里
取得联系。

2023年11月，离家十余载的陈进添
终于回到了家乡，此时的他已70周岁，
得到消息的社保协理员立即上报这一
情况，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重新恢复
了老人的户籍。

同时，鉴于陈进添的特殊情况，建
宁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本着
守护社保基金安全的原则，立即协同溪
源乡干部进行了入户核实，并向省、市
级业务指导部门汇报了该人员的具体
情况。

最后，在多方协调沟通下，陈进添
于2024年9月成功恢复了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关系，领取到了补发的历年养老保
险待遇，共计1.1万余元的养老金。

收到养老金后，陈进添十分感激，
特意制作一面锦旗“真情为民办实事
心系民生解民忧”前来感谢。

建宁：

失联老人终回家
养老补助续温情

●建宁记者站 付哲文 通讯员 黄美霞

著名学者林嘉书在《客家摇篮·石壁
村》中写道：目前台湾至少有60个常见姓
氏中的600多万人与石壁客家有关，其中
300余万是客家人，另外200余万是传自
石壁，又从南靖、平和、诏安、漳州等地迁
台的闽南人。他们90%以上共尊宁化石壁
始祖为始祖、一世祖或开基祖，台湾桃园
县龙潭镇至今还有宁化村。

海峡两岸在客家语言、建筑、节
庆、饮食、婚嫁、祭祖等民俗及民间文
艺等方面基本相承。宁化现有台商企业
7家、侨属企业11家，助推宁化经济的
快速发展。

30 年来，一年一度的世界客属情系
祖地石壁大典，吸引了100多个台湾客属
社团、约1.5万人次到场参加。2012年11
月，世界客属第25届恳亲大会在宁化举
办，增强了台湾同胞对宁化石壁客家祖
地“根、源、祖、脉”的认可和依归。2013年
10月，国台办在宁化石壁设立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今年10月，第三十届客家文化
节列入国台办对台交流重点项目，闽台

历史文化研究院客家文化分院揭牌仪式
在宁化客家祖地举行。

2014年10月，宁化举办“祖地情·中
国梦”海峡两岸客家书画展，油画《两岸
遍地黄金》的作者余秀雄来到现场。余秀
雄是台湾知名画家，当年已75岁，满头白
发，精神矍铄。“这次征集书画，我很重
视，几易其稿。我的画要永远留在宁化，
让客家宗亲进一步了解台湾的风土人
情。”站在自己的画作前，余秀雄深有感
触地说。

余秀雄说，作为一名客家人，他热爱
客家事业，多次到宁化寻根谒祖。那年，
他还特意带上年迈的妹妹到宁化参加祭
祖大典，到宁化各地走走，回去时还捎上
了宁化的泥土，告诫后代不要忘了宁化
的祖先、客家的根脉。

海峡两岸客属宗亲交流紧密，在修
建祠堂、续（新）修族谱、祭祀先祖、姓氏
源流研究等方面密切合作，累计两地宗
亲组团互访 100 多批次超过两万人次。
2016年9月，台湾师范大学全球客家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台湾客家研究学会理事
长、文学博士邱荣裕带领台湾民间谱牒
专家走进宁化，就闽台民间谱牒文化的
形成和传承进行调研。

近年来，宁化先后举办四届海峡两
岸客家姓氏族谱展示交流会、五届“宁
台”农特产品展示交流会、九届海峡两岸
客家美食文化节、四届海峡两岸客家武
术大赛。宁化组织编写客家话教材，举办

“宁台客家山歌童谣大赛”和宁化县客家
方言展示大赛，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的
交流与合作。今年8月，两岸一家亲、共抒
宁台情——宁台青少年客家山歌童谣大
赛在宁化举办，海峡两岸青少年歌手齐
聚一堂，以歌会友，尽诉衷情。“两地歌手
的倾情演唱，唱出了海峡两岸客家人同
根同源、渴望祖国统一的共同心声。”台
湾选手彭采晴说。

今年10月，台湾400多名客属宗亲到
宁化参加祭祖大典系列活动。“到祖地寻
根，我们见到了祖先生活过的一些原始
地。我们的客家话和大陆客家话有一点不

同，但是我们都会祭祀祖先，慎终追远是
中国的传统美德。”台湾新竹县客属会理
事长潘鹏仁说。

闽台一家亲，融合向未来。来自台湾
和海外的客家人走进宁化，参加祭祖大
典，查阅当地族谱，拜谒先祖墓冢、祠堂，
访问客家祖地文化古迹。“我愿与大家共
同努力，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一步传播客家文化，弘扬客家精神，光
大客家事业；我愿与各界共同合作，促进
两岸交流，为增进两岸民间福祉再作贡
献。”中华海峡两岸客家文经交流协会理
事长汤富龙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走了 30 年的祭祀路、寻根路，宁化人在
走，海峡两岸客家人在走，世界客家人也
在走，走深走亲也走心。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宁化儿女正与世界客家人携手奋
进，世界客家人不断走向祖
地，宁化客家文化不断
走向世界。

走了30年的寻根路
●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文/图

11 月 4 日，宁化县
召开第三十届客家文化
节暨世界客属情系祖地
石壁大典工作总结会。

“1995年以来，我们每年
10月举办世界客属情系
祖地石壁大典，现已成
功举办三十届，世界各
地 150 多万人次到宁化
寻根谒祖、旅游观光。
今年多平台直播祭祖大
典盛况，网上观看人次
超过 700 万。”宁化县客
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伊
美兰介绍，今年参加祭
祖大典的除了海内外客
属宗亲约 6000 人，还有
当地群众 2000 多人，马
来西亚、泰国、印尼等 7
个国家 29 个社团发来
贺词、贺函。

客家绣娘精心制作绣花鞋。

◀客家非遗祈剧表演
▼升祭旗。

2014年10月宁化举办“祖地情·中国梦”海峡两岸客
家书画展。

祈福发彩

▼台湾宗亲走在客家之路上。

宁化地处闽赣边界，属千年古县，是
世界214个以上姓氏1.2亿客家人公认的
祖地。“客家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是汉族在
世界上分布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
一，客家人是南迁汉人到石壁后，与当地
土著人融合而成。”宁化县客家文化研究
会会长赖洪林认为，石壁土地肥沃，交通
方便，宛如世外桃源，为汉人南迁提供了
优越的生活条件。

客家祭祖习俗源于明洪武年间，分为
春秋两祭，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继承中华
文明的重要意义。为了便于祭祀祖先，宁
化至今还保留着65姓先祖所建的姓氏祠
堂238座。

每年10月举办的世界客属情系祖地
石壁大典，是客家人最隆重的公祭。在仪
仗队的引领下，来自海内外的客属宗亲身
披黄马褂，缓步走进石壁客家祖地祭祀广

场。象征“客家祖地”的祭旗在祭祀广场冉
冉升起，迎风飘扬。

宁化的祭祖习俗大致保存了古礼的
模式。客属宗亲肃立在始祖神坛前，敬献
花篮，行香礼、献帛礼、奠酒礼，客家长老
恭献祭文，后生乐舞告祭。礼毕，客家长老
手持寓意“发财”“发彩”的五色彩米，抛向
空中，宗亲纷纷高举双手，或掀起衣角、脱
下帽子，抢米“抢福”。

悠悠宁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
彩，全县114项非遗资源被列入各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祭祖期
间，客家祖地轮番上演民俗节目，舞龙、延
祥花灯、木活字印刷术、河龙祁剧等非遗
表演精彩纷呈，充分展示客家深厚的民俗
文化。

新加坡茶阳何氏公会会长何振天认
为，祭祖大典办得很好，海外侨胞从中知

道自己的根在石壁，石壁是客家人的祖
地。“祭祖大典，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更加
了解客家文化。客家人要团结，要积极推
广客家文化。”全国曾氏宗亲总会总会长
曾文仲说。

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一年一度
的世界客属情系祖地石壁大典，是目前客
家唯一常态化的国际性大型客家文化节
活动。1995年以来，宁化成功举办了三十
届世界客属情系祖地石壁大典、十二届石
壁客家论坛。2011年“石壁客家祭祖习俗”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千百年来，客家人面对艰难与挑战，
团结一心，相互扶持，生生不息。祭祖在此
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客家人更加团结，
富有向心力和凝聚力。”30年来，客家长老
张标发一直参加祭祖大典，先后担任大典
主持人和恭献祭文的长老。

祭祖大典祭祖大典，，3030年不间断年不间断

宁化有 1299 年的建县历史，客家文
化底蕴深厚。自西晋永嘉年间开始，大批
中原先民为躲避战乱，辗转迁徙到以宁
化石壁为中心的闽粤赣结合地。客家后
裔以石壁作为新的起点，向外拓展，现已
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达1.2亿人。

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在不断
迁徙的过程中，客家人成为汉族的一支
重要民系，有着“硬颈毅行、崇文重
教、尊祖睦族、爱国兴家”的客家精
神。以宁化学者刘善群编著的电视小说

《客家葛藤凹》改编拍摄的32集电视连
续剧 《大南迁》，成为首部反映北方汉
人大南迁和客家民系孕育、诞生的大型
历史巨篇。

1995年11月，气势恢宏的石壁客家
公祠正式落成，成为世界客家人的总家
庙，内供奉着214姓先祖神位。

为什么要建客家公祠？“当年海内外
的一些客家乡亲带着族谱前来寻根觅
祖，却找不到同姓同宗的族人，也找不到
原来记载的地址。”宁化学者刘善群解释
说，找不到同族人的外地宗亲，离开时只
好捧上一抔土、装上一勺水带回去供奉，
作为对祖地的怀念与敬仰。

宁化石壁客家祖地成为全世界客家
人的精神家园和拜祖圣地。要进入石壁
客家公祠，就要经过一条笔直的“客家之
路”，它是一条长400余米、宽约5米的青
铜甬道，上面详细记载着客家先祖迁徙

的历程，让游客了解汉人南迁、民系形
成、石壁创世、客家播衍等知识。客家之
路两侧是翠绿的松柏、林立的“百家姓”
纪念碑。

壮观的客家之路，由海外人士姚森
良、姚美良捐建。1995年11月，姚森良
和哥哥姚美良带领海内外客家社团代表
140 多人，到宁化参加首届世界客属情
系祖地石壁大典暨客家公祠落成典礼，
成立石壁客家公祠基金会。1999年，姚
美良离世后，姚森良一如既往地支持客
家事业。30年来，除疫情期间缺席三次
外，姚森良已 27 次组团到宁化寻根祭
祖，踏上熟悉的客家之路。

姚森良今年83岁，现任马来西亚客

家公会联合会名誉顾问。今年10月，他带
着儿子一起来到宁化，一家两代参加祭
祖。“看到祖国发展、祖地变化，我感到非
常自豪，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客家
祖地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姚森良表示，
他将积极发动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客
家宗亲回到祖地宁化，不断传承客家文
化和精神。

上海三明商会会长谢海林移居上海
30年，从未忘记自己是客家人，更没忘记
祖地宁化，多年来致力于传播客家文化
和精神。“相聚客家祖地，我真切地感受
到祖地人的热情，感受到他们吃苦耐劳
的精神，我为自己是客家人而感到骄傲
和自豪。”谢海林说。

寻根之路寻根之路，，3030年不止步年不止步

闽台交流闽台交流，，3030年不停歇年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