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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孙正好、蔡馨逸

　　沿着广袤的黄土高原一路向西，
在陕甘交界地带的子午岭支脉上，有
一三面环沮水、远观似长桥的峰峦耸
翠之地——— 桥山。
  此山地处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
西望昆仑，东接华岳。山之上，八万多
棵古柏“沧桑千载弥苍劲，气宇轩昂唱
大风”。铺天的森森翠柏之中，有堂皇
大殿，有香火绵延。《史记》云“黄帝崩，
葬桥山”，这里正是中华民族人文初
祖——— 轩辕黄帝陵寝所在地。
　　“寰宇初定邦，黄帝开万化。”作为
奠民族之基、开文明先河之人，千百年
来，轩辕黄帝被历朝敬仰，万代流芳，
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被视
为中华民族的祖陵：汉武帝于此筑台
祈仙，范仲淹在此看柏色苍苍；重阳
日，万民来此拜谒；清明时，九州于此
公祭，这里也成为无数海内外华夏儿
女寻根思源之地，所谓“九州明月祖陵
在，万方裔子觅同宗”。
　　又是莺飞杏花天，清明祭祖登古
原。近日，记者实地走访黄帝陵，在屹
屹青冢前感黄帝遗风，在枝繁叶茂中
寻根问祖。

巍巍帝陵 赫赫初祖

　　清明时节的桥山一带，擎天松柏
拂春雨，绕陵沮水映远空。5000 多颗
秦岭天然鹅卵石铺就而成的庙前广
场，看上去浑厚、粗犷；经过 66 米长
的轩辕桥后，便是由 95 级台阶组成
的龙尾道，象征黄帝“九五之尊”；拾级
而上，台阶尽头就是巍巍耸立的轩
辕庙。
　　轩辕庙始建于西汉初年。“汉朝开
国后，高祖刘邦规定凡天子陵寝旁必设
庙宇，遂在黄帝陵侧建轩辕庙；唐朝大
历年间，此庙经过数次大修；宋太祖年
间，因山体滑坡，将轩辕庙迁到今址。”
黄帝陵管理局讲解中心副主任郭婵介
绍说，“黄陵民间用四句话加以总结：汉
代立庙唐扩建，到了宋朝把庙迁；无论
谁来当皇帝，登基都不忘祖先。”
　　“桥陵千年土色匀，古柏老干叶发
新”，在桥山八万多棵古柏中，最有名的
当数轩辕庙入口处的“黄帝手植柏”。此
柏高 19.4 米，下围超过 11 米，树龄
5000 多年，素有“中华第一柏”之称，虽
历经冰霜，栉风沐雨，但仍枝繁叶茂，发
参天黛色，远看擎天如盖，近观枝似盘
龙，相传为轩辕黄帝亲手所栽。
　　黄帝乃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
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长而敦
敏，成而聪明”，有土德之瑞且活动于
黄土高原一带，故号黄帝，被后人尊为
五帝之首。在后世的不断演化传说中，
黄帝集人、神于一体。如在《山海经》等
古书中，黄帝食玉膏、种玉荣，淳化鸟
兽虫蛾，可令天女止雨等。轩辕庙中的

“黄帝脚印石”延续了此类想象——— 青
石之上，黄帝的脚印长达 62 厘米，近
一般人的三倍大。
　　“《史记》载黄帝一生：东至于海，
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
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
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郭婵说，“后人
感念黄帝毕生开山辟道，历经艰辛，雕
刻巨型脚印，以示纪念。”
　　过了碑亭，便是“人文初祖”大殿，
这里曾是轩辕庙中祭祀黄帝的正殿，
正中供奉着轩辕黄帝的全身线性浮雕
像。此像以山东武梁祠东汉画像石为
蓝本，采用墨玉雕刻而成，高 3.9 米，
重 11 吨。像中的黄帝步履向东，左手
前指，又回首西望，神情专注，衣冠简
朴，仿佛正率领远古先民“辟地黄河及
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
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
伟业，雄立东方。”作为“修德化民”使

“诸侯归之”的我国古代部落联盟首
领，黄帝在位期间，制衣冠，造舟车，教
蚕桑，吹律定姓，播百谷草木，并任贤
为用，“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

“其史仓颉，又取像鸟迹，始作文字”，
与其臣民一起开启了华夏悠悠五千年
之文明史。
　　自春秋战国以降，黄帝因有圣德，
使“民安居”，使“万国和”，逐渐成为“高
山仰止”的华夏民族精神文化符号，曹
植赞黄帝“氏云名官，功冠五列”，李白
曾幻想“从风纵体登鸾车……侍轩辕”，
梁启超称黄帝“考文教算明历元”，“山
河锦绣烂其明”，孙中山更以“中华开国
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
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之语
称赞黄帝之盖世功勋。
　　“后世普遍认为黄帝是有德之人。
一是黄帝通过发展生产让百姓有饭吃，
有衣穿，有家可居，这是有功德；另外他
统一部落，草创制度，让中华民族从蒙
昧走向文明，这是彰明德。”西北大学中
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说，“黄
帝时代，中华文明确实在物质、精神和
政治发展上都取得了奠基性的成就。”
　　“桥山雾霭龙腾去，八万松柏护陵
台。”登上桥山，便是我国“古墓葬第一
号”黄帝陵园。陵前的祭亭为明清歇山
顶建筑，左右四根亭柱上书有楹联两
副，一为“中华国脉承龙脉，黄帝英魂
壮民魂”，另一为“奠华夏宏大业绩始
祖恩德泽万世，树炎黄浩然正气民族
精神炳千秋”。
　　祭亭中央立“黄帝陵”碑，由郭沫
若所书，亭后方是黄帝陵寝。陵高 3.6
米，周长 48 米，是青砖拱卫呈环丘状
的土冢。陵冢之上，长着数棵参天巨
柏；陵冢正前方立一石碑，上书“桥山
龙驭”四字。
　　“桥山龙驭”源自黄帝乘龙升天之
传说。司马迁云黄帝“有四妃，生二十
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后
人感念黄帝“创文明，开草昧”，期盼他
如松柏不老，铮铮不朽，遂想象其在荆
山铸鼎后得道成仙，驾驭飞龙直上丹
霄，正如李白诗云，“黄帝铸鼎于荆
山……骑龙飞上太清家……宫中彩女
颜如花，飘然挥手凌紫霞。”
　　“纵观黄帝的一生，他带领部族筚
路蓝缕，披荆斩棘，如夸父追日，似精
卫填海，锲而不舍、万众一心直至创造
辉煌，其奋斗历程和精神也奠定了中
华民族创造、奋斗、团结、梦想的民族

精神之基。”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副
会长苏峰说。

薪薪香火 绵延千载

　　“汉武仙台朝北屹，轩辕衣冢向南
骧。”黄帝陵园中的“汉武仙台”遗址，
高 13.5 米，上围 22.5 米，下围 120
米，至今仍风貌古朴，雄浑壮观。遗址
见证了黄帝陵祭祀历史上时代最早、
规模最大的皇帝亲祭活动，即汉武帝

“18 万大军祭黄陵”的故事。
　　西汉元封元年（前 110 年），汉武
帝刘彻“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
黄帝冢桥山”；此后，渴望长生不老的
汉武帝急于求仙问神，便命 18 万大
军一人掬一袍土，连夜筑台祈仙。仙台

“峙黄陵左侧，高出林表”，右台阶 77
级，左台阶 78 级。民间传说登台一
次，增寿一岁。
　　汉武帝无法逃脱生老病死的自
然规律，但其筑造的祈仙台连同他挂
过盔甲的挂甲柏，一起长留桥山，成
为后人登临抒意之地。明初道人张三
丰曾披云履水，在翠柏含烟中感慨

“寂寞琼台遗汉武，一轮皓月古今
明”。汉武帝以后，历朝祭祀轩辕黄帝
之礼日隆：唐太宗多在长安南郊祭祀
黄帝；宋元时期更加重视在黄帝陵庙
的祭祀活动；明朝皇帝派遣专官祭奠
黄帝达到 14 次；清王朝建立后，承嗣
黄帝子孙，力倡满汉一家，祭祀黄帝
仪式隆重，规模大，次数多，见于记载
的就有 30 次。
　　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
黄帝陵祭祀凝聚起中华儿女保家卫国
的共同信念。1937 年 4 月 5 日清明
节，国共两党同祭先祖，号召全民族共
御外侮，一致抗日。在轩辕庙诚心亭
内，毛泽东当年写就的《祭黄帝陵文》
至今读来仍荡气回肠：“各党各界，团
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
线 ，救 国 良 方。四 万 万 众 ，坚 决 抵
抗……”
　　“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
清及至近现代，千百年来，黄帝文化是
团结各族中华儿女的一面旗帜，也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表现。”张
茂泽说，“特别是到民族危亡、亡国灭
种之际，黄帝始终是凝聚炎黄子孙团
结御敌的重要纽带，更能激发国人‘我
以我血荐轩辕’的报国之志和爱国情
操。”

　　除了祭祀，历朝历代重视黄帝，还
体现在不断地修陵、护陵工作上，重要
见证便是桥山 3000 余亩的古柏群。
桥山 8.6 万余株百岁以上的古柏中，
千年以上的就有 3 万多株。作家贾平
凹在《黄帝柏》一文中形容桥山古柏：

“层层叠叠卷上去，像一个立体的湖
泊。逢着天晴的时候，湖泊纹丝不动，
绿海里隐隐透蓝；逢着刮风下雨了，满
山就温柔地拂动，绿深起来，碧碧的，
青青的……”
　　“桥山古柏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
是天然的古柏群，而是千百年来由谒
陵人、护陵人和当地百姓逐年栽植
的。”黄帝陵管理局宣教科科长杨晓强
介绍说，“黄陵县地处关中与西部边塞
的必经之地，古时战乱不断，黄帝陵古
柏却保存至今，这离不开历朝历代官
方和民间的重点保护。”
　　据《黄陵县志》记载：“汉唐两代，
桥山已开始大规模人工植柏。仅唐天
宝年间栽松柏 1400 余株。”而桥山最
早的专职护林员，则诞生于北宋嘉祐
六年（1061 年）。
　　据轩辕庙中现存的碑刻记载，北
宋嘉祐六年正月二十，祭扫黄帝陵回
京的大臣上报，桥山栽植松柏很多，
但成活者少，历年损失大。宋仁宗立
即命坊州（今黄陵县）职官派专人维
护，整旧栽新，当年在桥山种植柏树
1415 棵。为了加大保护力度，北宋政
府还免除了寇守文、王文政、杨迈等
三户人家的一切差役粮税，特令他们
专职守林。
　　 1986 年，桥山古柏遭遇严重虫
害，1300 多亩林地遭到数百万条明
纹侧柏松毛虫侵害，约 400 亩柏林枝
叶变黄。病害面积太大，发现得又晚，
如果不及时捕杀，损失无法估量；在寻
常方法难以奏效的情况下，黄陵全县
人民义务上山捉虫，20 多天内共捕捉
毛虫 1.23 万公斤，约 800 万条，全部
挖坑深埋，保住了千年古柏群。
　　早在 1961 年，国务院将黄帝陵
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列“古
墓葬第一号”，开始对轩辕庙和黄帝陵
进行整体的景观设计和大规模的整修
工程。迄今为止，黄帝陵完成了多轮保
护性整修、扩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
由张锦秋设计，在海内外炎黄子孙共
同捐资下修建的占地 4 万平方米的
祭祀大院。
　　站在大院广场上，西侧的“闻天”

大鼓有响彻九州大地之势，东侧的“龙
魂”大钟高 3.8 米，重约 12 吨，庄重凝
练，博大精深；广场北端的祭祀大殿是
由 36 根石柱合围而成的方形空间，
中央是黄帝的巨型石刻浮雕像，屋顶
有直径 14 米的圆形天光。大殿整体
呈“天圆地方”之感，也寓意黄帝之功
绩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如今，每年的清明公祭轩辕黄帝
典礼就是在祭祀大院举行。自 2006
年祭祀黄帝陵典礼被列入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祭祀程序更
加严格，祭祀规模更加庄严隆重。
　　癸卯（2023）年清明公祭轩辕黄
帝典礼将于 4 月 5 日举行。“过去三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深怀
桑梓之情、心系黄帝陵的境外同胞无
法亲临祭祀现场，今年我们将突出邀
请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华儿女前来寻根
祭祖，现场感受公祭典礼所传递的浓
厚民族情感。”黄帝陵文化园区党工委
副书记冯浩斌介绍说，“今年无法亲临
祭祀现场的中华儿女，可在‘网上祭
祖’板块通过电脑、手机在线进行虚拟
点烛、献花等，祭拜人文初祖。”

九州同祭 华夏寻根

　　“谁非炎黄之子孙，九天忍令呼无
门。”祖籍广东、生于台湾彰化的晚清
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被梁启超称为

“诗界革命一巨子”。1895 年中日甲午
战争后，台湾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割
让给日本。面对外辱，丘逢甲曾带领义
军力战日寇，并写下了“拒倭守土”的
血书，表达誓死复台之志。
　　作为晚清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
一生创作了大量爱国诗篇，表达思念
故乡、怀念先祖之情。他曾写诗感叹

“人生亦有祖，谁非炎黄孙？归鸟思故
林，落叶恋本根”。在诗作《题沧海遗民
台阳诗话》中，他写下了“埋碧可怜黄
帝裔，杀青谁做素王臣。请将风雅传忠
义，斑管重回故国春”的感人诗句。
　　丘逢甲至死都未等到台湾光复，
但“我本轩辕一点血，愿做黄陵几抔
土”的寻根故事，却一直绵延不绝，弥
香至今。矗立在轩辕庙中的台湾光复
致敬团祭黄帝陵文碑，曾见证了一段
跨越 60 年“运程万里不辞远，心香一
柱祭黄陵”的寻亲历程。
　　 1946 年，台湾光复一周年之际，
诸多饱受“骨肉分离之情”的台湾知名

人士，自发组织了“台湾光复致敬
团”，赴祖国大陆开展拜谒黄帝陵等
寻根活动。在前往黄陵途中，因为连
日暴雨，道路阻隔，当年 9 月 12
日，致敬团只好在陕西耀县（今陕西
铜川耀州区）举行遥祭黄帝陵仪式，
随后成员们不得不抱憾而归。
　　 60 年后的 2006 年，当年致敬
团成员的子孙后辈，为了却父辈们
的心愿，再一次来到黄帝陵前。他们
选择 9 月 12 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于黄帝陵前恭读了当年父辈们写下
的祭文，并将祭文刻碑立于轩辕
庙内。
　　“向往故园，日夜祈救。八年战
争，民族更生……察功族德，日月光
明。时将周岁，特向告祭……桥山苍
苍，河渭汤汤，千秋远祖，尚其来
飨”，祭文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台湾
同胞浓浓的家国情缘。
　　黄陵祖上松柏老，枝枝蔓蔓皆
同胞。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
中华民族的祖陵，黄帝陵已成为无
数华夏儿女寻根问祖之地，也见证
着很多“远方游子跪桥陵，泪眼苍茫
暮霭轻”的祭陵故事。
　　桥山脚下中华始祖堂中展出的
一张照片定格了另一个寻根故事。

“1988 年，两岸隔绝状态结束不久，
台湾老兵组成的探亲团踏上大陆后
直奔黄帝陵，他们手持祭文，肃穆而
立，胸前印着的‘想家’‘西望乡关何
处是，梦里家园路迢迢’等字样，把
从台湾带来的日月潭泉水、阿里山
泥土等祭品供奉在始祖陵前，饱含
热泪读完祭文。”中华始祖堂讲解员
杨红莉说，“离开时，探亲团还带上
了黄帝陵故土返回台湾，以慰思乡
之情。”
　　 1993 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
礼发生的一幕，至今让黄陵县文化
和旅游局局长李延平难以忘怀。从
1991 年起，他曾数次参与祭祀黄帝
陵活动。“当时，轮到美籍华人科学
家张良洲恭读祭文时，他将祭文举
过头顶，三叩首后全程跪读亲笔撰
写的祭文。当读到写国难危亡、民族
团结一心奋起反击的内容时，他几
乎哽咽难耐。”
　　香港回归纪念碑、澳门回归纪
念碑、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碑……
轩辕庙中的一座座特殊碑刻，见证
着全体中华儿女“血浓于水本同根”
的爱国情。据统计，全球华人规模性
地“重返黄帝陵”寻根祭祖，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截至目前，前来拜祭
黄帝陵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
人已逾百万人次。
　　“桥山古柏绿苍茫，日月潭深泛
银光。”多年来，每年清明时节，台湾
同胞会共同挥锹、培土、浇水，将一
棵棵“连根柏”种植在桥山之上。如
今，他们种下的“思源林”根深叶茂，
苍翠遒劲。
　　自 2001 年起，前来黄帝陵祭
祖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种植

“炎黄子孙林”的形式表达对先祖的
追思缅怀之情，抒发“四海皆兄弟，
绵思情意同”的同胞之情。此外，桥
山之上还有“侨胞林”“民族同心林”
等。曾经的小树苗们，如今都已郁郁
葱葱，枝繁叶茂，连荫成片。
　　当春回大地，又一个清明如期
来临时，参天而立、气象万千的桥山
古柏群，沐浴着春日之朝阳集体返
青，于叶更茂中长新芽，在根愈深中
发新枝，根连着叶，叶连着根，心心
相印，血脉相亲。海内外诸多华夏儿
女又将以祭祀之名，再一次相聚黄
帝陵，于不绝如缕、绵延千载的薪薪
香火中叙亲情，话归心。届时，鼓声
铿锵，钟声悠扬，彷佛祖国母亲在深
情召唤：远方的游子啊，欢迎你们回
到故乡！

　　（上接 9 版）距离新港码头仅 4 公
里的弘盛铜业，其所加工的原材料由
海转江，从新港专用码头上岸后，通过
全封闭货运廊道，30 分钟就可到厂。
同时，高纯度阴极铜产品也可通过新
港码头下水，直送浙江、上海等地。黄
石，已成为衔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就像石灰窑和黄石港两个古老的
集镇名字一样，“矿冶文化”与“码头文
化”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携手谱写黄石
的城市根脉。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
区党工委书记程艳民介绍，这里自古
就是商贾云集、舟楫辐辏之地，战国时
期就有水运码头，到晚清时期黄石港
已经热闹非常。2500 多年航运史，
1700 多年的开埠史，让开放和包容浸
润着整座城市。
　　有码头就有交流，有工矿就有移
民。黄石处处体现出一个移民城市的
包容特性。这里方言独特，与湖北大
部分地区流行的西南官话迥然有别，
来自厂矿的工人们还自称说的是“钢
普”，将南腔北调融合在一起。人们还

用红薯粉做成“东坡肉”的样子，色、
香、味都很到位，满足当年在困难生活
时期吃到一道本地名菜的小小愿望。
　　学者们研究认为，黄石地理位置
承东连西、沟通南北，历史上的“江西
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里都是重要
的移民中转地。时至今日，阳新、大冶
一带宗祠文化繁盛，一些宗祠还挂着

“婺源世泽”“南阳世第”等匾额。
　　包容的不仅是东西南北的文化，
更是杂糅的个性特征。黄石市档案馆
方志编研科科长陈军说，纵观城市历
史变迁，“青山绿水”与“红火紫烟”平
分秋色，湖山诗文与矿冶炉火巧妙融
合，刚柔并济、水火相融，造就出黄石
人兼容并蓄而又果敢务实的品格。
　　南宋时期，陆游曾两度途经兴国
军（今黄石阳新县）富池。他在《入蜀
记》中记载在此拜谒甘宁神庙的情景，

“祭享之盛，以夜继日”；又写《祭富池
神文》，发出壮志未酬的慨叹。
　　甘宁是三国时期东吴大将，勇武
忠义，在阳新一带受到百姓爱戴。今
天阳新富池还存有甘宁墓等遗迹，并

广泛流传着甘宁的故事，传承三月三
祭拜甘宁的活动。甘宁声望不及关羽
等人，而独在这里能够由人及神，被视
为一方护佑，与其果敢忠勇的品格分
不开。
　　这种品格已融入一方水土，融入
黄石的历史血脉之中。
　　尤其到了近代，工矿企业的兴起，
外国工程师、工匠和沿海发达地区一
批技术工人的到来，为这座城市注入
新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使其逐渐
走向开放，融入近代社会。
　　走进大冶特钢党史教育基地，一
张印有“中共大冶钢铁厂组”的展板
引人注目，这是中国产业工人最早的
党组织之一。早在 1921 年秋，一批
中共早期杰出领导人就在黄石传播
马克思主义，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陈军告诉记者，这里产业工人集中
庞大，是党关注和领导的重点区域，在
党组织的影响下，先后爆发“下陆工人
大罢工”“大冶兵暴”“刘仁八暴动”等重
大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
　　“人间多少不平事，逼着穷人找

红军”“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
粮，要兵有兵”……一首首弥漫着战
斗气息的歌谣，反映着当地群众敢为
人先、投身革命洪流的热血和激情。
　　新中国成立后，大冶铁矿、大冶
钢厂等开工重建，成千上万的产业工
人从全国各地涌入支援。“守山吃，伴
山眠，不夺高产绝不还。”回忆起当年
的劳动场景，今年 71 岁的铁矿退休
职工郭霞仍感慨万千。
　　“天晴灰尘起，下雨泥浆流。”上
世 80 年代，大冶铁矿堆积的废石场环
境问题已经凸显。矿山职工与黄石干部
群众一道，每年有数万人来到这片废石
场植绿。40 多年来，他们栽下 100 多万
株刺槐，形成数百万平方米的绿化复垦
生态林，创造出“石海”变“绿洲”的生态
奇迹。
　　从劈石采矿“愚公移山”，到在石
头上种出绿色风景，“矿冶之城”里处
处透着一股倔强劲，一股不达目的不
罢休的精神头。
　　最近，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钢
的城》引起许多人对黄石的兴趣。小

说主人公正是大冶特钢几代敢想
敢干、敢闯敢试改革者的缩影。小
说作者罗日新就是钢厂职工出身。
他说，钢铁之城里人们身上锐意创
新、永不言败的精神，也是黄石人
的集体性格，早已经深深融入城市
精神之中。
　　“钢的城”造就“敢”的人。今
天，黄石人的包容、果敢、务实、创
新，体现在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社
会治理、生态修复、亲商营商、留才育
人等方方面面。走进黄石锐科激光
器智能制造基地，三大核心部件之一
的泵浦源生产线已全线投产。这是
黄石融入武汉光谷科创大走廊的重
大项目，实现了电子信息产业“光”领
域的突破。“2021 年底入驻黄石，赶
上疫情影响，但黄石实事求是不封
厂、不停工，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一期
去年 6 月建成试产，二期也已启动。”
锐科激光副总经理曹磊说。
　　敢闯敢干，善作善成，黄石坚持
干事导向，打造“奔跑型政府”。从

“板”到“屏”，由“芯”及“光”，布局

起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仅 2022
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108 家，电子信
息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产 值 分 别 增 长
1 0 2 % 、5 6 % 。 一 块 印 刷 电 路 板

（PCB）已成为全国三大产业基地之
一，全球每销售 3 部智能手机，就有
1 部用到黄石 PCB 板。
　　黄石市委书记郄英才说，黄石正面
临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武汉都
市圈等多重区域发展机遇叠加，拥有国
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国家创新型城
市建设、城市更新试点等多重“国字号”
红利加持，正在努力打造以武鄂黄黄为
核心的武汉都市圈重要增长极，已成为
新一轮区域开放开发的政策高地和投
资热土。近年来，黄石城区每年人口净
流入 2 万多人，是湖北为数不多的几个
常住人口正增长城市。
　　既有历代文人的“枕石漱流”，又
有矿冶文化的“石破天惊”，既有近代
工业的“一石激起千层浪”，更有当下
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磐石之
安”，黄石经历了转型之痛，也蓄积了
新的优势，必将于无声之处起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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