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召开 2010 年年会暨换届大会

2010 年 1 月 16 日上午九时，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2010 年年会

暨换届大会在新郑市龙湖镇“龙泊圣地居易度假酒店”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领导、理事、会员及部分市县统战部的代表，

共 160 余人。我院林宪斋书记带队参加了会议，并在主席台正中就座。先后在主

席台就座的还有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葛纪谦，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

原副部长、河南省侨联原主席、省侨办原主任、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

会长林雪梅，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张放涛，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谷建全，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关玉梅，《河南年鉴》副主编、河

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翔南，河南省客家联谊会副会长、河

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林坚，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河南省

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安国楼，河南省社会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所长、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新斌，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学会处副处长郭继英，《河南大辞典》执行主编、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石小生，《寻根》杂志常务副总编、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郑强胜，河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国外侨务处原处长王俊山，河南龙根文化集

团董事长、中华万姓同根园董事长张瑞，河南润达国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河

南省黄帝故里建设基金会理事长白东升，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

所长李立新等。

上午的会议分前后两个阶段，由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河南

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新斌主持。

首先，刘翔南副会长作了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对第三届理事会五年期间

的工作给予了回顾和总结。接着，会议进行了换届选举，石小生副会长作了关于

学会章程修改的说明报告，林坚副会长宣布了新一届学会理事候选人名单。在热

烈的气氛中，我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林宪斋被一致推选为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

化研究会第四届会长，并获全体代表鼓掌通过。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张新斌当选为第四届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历史与考古研

究所副所长李立新当选为第四届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历史与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建魁当选为第四届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

书长。当选第四届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领导及顾问名单如下。

名誉会长：

林雪梅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侨办原主任、省侨联原主席

会长：

林宪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执行会长：

刘翔南《河南年鉴》原副主编、学会法人

副会长（8人）：

张新斌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所所长、研究员



林坚省客家联谊会副会长

安国楼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

石小生《河南大辞典》执行主编

郑强胜《寻根》杂志社常务副主编、编审

王俊山省外侨办原处长

张瑞河南龙根文化集团董事长

白东升河南润达国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秘书长：

李立新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所副所长、博士

副秘书长（5人）：

薛建华河南省虹桥国际会展中心副总经理

陈建魁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所姓氏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俞长缨《历史文化研究》杂志副主编

张世东黄帝故里建设基金会秘书长

袁延胜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办公室主任：

唐金培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2人）：

张玉霞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晓燕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另外，省政协原主席林英海、省人大原副主任张世军被聘为总顾问；省委宣

传部原常务副部长葛纪谦、我院正院级干部赵保佑等 17 位同志为顾问；河南大

学教授朱绍侯、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许顺湛为首席资深专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原所长郝本性、中原姓氏研究所所长谢钧祥等 8位同志为资深专家。河南大学

教授李玉洁、洛阳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会长徐金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

硕、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调研员徐玉青、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李乔等 45 人当选

为第四届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邓州市政协原主席、省范仲

淹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杨德堂，我院《中州学刊》杂志社副社长郑志强，我院历

史与考古所副所长穆朝庆，方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夏天俊，潢川县副县长刘玉峰

等 82 人当选为理事。

之后，安国楼副会长宣读学会了表彰决定。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

成立以来，组织了众多姓氏寻根活动，完成了不少招商引资项目，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文化强省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分别设立“河南

省姓氏文化开发杰出贡献奖”、“河南省姓氏文化开发先进集体”和“河南省姓

氏文化开发先进人物”。林雪梅、杨静琦、赵国鼎等 3人获得“河南省姓氏文化

开发杰出贡献奖”，濮阳县张姓文化研究会、河南刘氏文化研究会、荥阳郑氏工

作委员会、卫辉比干纪念会、潢川黄姓文化研究会等 5个单位获得“河南省姓氏

文化开发先进集体奖”，陈学文、宋国桢、王道生、陈瑞松、张广恩、冯邦、梁



俊峰、姚学谋、李文德、姬长忠等 10 人获得“河南省姓氏文化开发先进人物奖”。

宋国桢、陈文学等还分别代表先进集体与个人代表发言。

李立新秘书长宣布了会长分工，郑强胜副会长宣布了学会管理办法，新当选

的张瑞和白东升副会长也就姓氏文化产业项目开发等问题作了讲话。

最后，新任会长、我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林宪斋进行了总结讲话。林书记在

讲话中说：“在这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的美好时节，我们在这里汇聚，召开河南

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第四届换届会。非常感谢各位会员对我的信任和支

持，选举我担任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第四届会长。我感到非常荣幸，

非常激动，同时也深感使命的光荣和责任的重大。这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重托。

会员的信任给予我力量，领导的支持给予我信心，神圣的职责必将成为带领河南

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斗志昂扬、阔步向前的巨大动力，我相信我们一定能

把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办得有声有色，一定会使所有会员感受到她存

在的非凡意义，为创建文化中原与和谐中原贡献我们的力量。”

林书记说，“今天的换届大会，开得十分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

林书记回顾了 1996 年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以来十几年

的工作，认为研究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打造了一支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姓氏文化研究队伍。第二，出版了一系

列姓氏文化研究的学术精品。第三，主持、指导和参与了各级地方政府召开的姓

氏文化研究活动。第四，以姓氏文化为纽带，通过与省外和国处的交流，宣传了

河南，提高了河南的知名度。

林书记指出，“今后五年，是河南省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充满希望、大有作

为的发展机遇期，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必须团

结和引导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的广大同仁，为加快构建和谐河南，把河南新文化

建设推向新阶段作出贡献。”

林书记对河南姓氏历史文化资源与开发现状进行了把脉：资源厚重，开发有

待加强；“事业宏大”，存在不少困难。说“资源厚重”是因为河南姓氏历史文

化非常丰富，而且是我省的特色资源；说“开发有待加强”是因为许多姓氏历史

文化资源还没有开发，或者说一些已经开发的姓氏文化资源，开发的程度及经济

和社会效益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说“事业宏大”，是因为河南省姓氏历

史文化研究和开发大有可为，可以做的事情太多太多，可以发挥的余地很大很大，

这是一个广阔的舞台，就看我们怎样表演；说“存在不少困难”是因为我们的姓

氏文化开发面临许多困局，许多工作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做好、做到位。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把我省厚重的姓氏历史文化资源宣传好、开

发好、利用好。

林书记理出了今后几年河南省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工作思路，即本着交

流、协作、拓展、提高的方针，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与其他相关研究会的交流，提高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在社会上

的认知度。一是纵向交流。加强与所属姓姓氏文化研究组织的交流和沟通，使中



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各地姓氏文化开发中离不开的社团组织。二是横向交

流。加强与省内相关研究会和研究中心的交流和沟通，为各级政府发展文化产业

提供有益参考。

二、加强与省内外各级政府的协作，办好姓氏文化研究的各项活动。一是省

内协作。加强与省内各级政府的协作，扩大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影响力。

二是省外协作。加强与省外姓氏文化研究组织的协作，扩大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

究会的知名度

三、拓展姓氏文化研究组织、地域与产业，打造姓氏文化研究的坚实平台。

一是组织拓展。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总体协调

和指导，促成一些市县姓氏文化研究机构的成立；同时加强对各二级分会及地市

姓氏文化研究会的指导力度，进一步推动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健康发展。

二是地域拓展。要加强与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联系，提高姓氏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

度。三是产业拓展。要打造姓氏文化开发的关联产业，几年或十几年内，初步形

成以姓氏文化为主导或中心产业的产业链条。

四、提高姓氏文化研究的水平及社会、经济效益。一是提高研究水平。要加

强自身学习，借鉴他人成果，提高精品意识，发挥集体力量，拿出更多的研究成

果。二是提高管理水平。要转变管理观念，增强服务意识，牢固树立为我省文化

强省中心工作服务的思想，增强提供服务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努力使研究会真正

成为让各有关部门和会员想得起、离不开、靠得住的社团组织。三是提高政治水

平。不但要作风上硬、业务上精，还要政治上强。在姓氏祖地的建设上，要有大

局意识，避免为了祖地之争互相攻击的内耗行为。同时，防止姓氏文化组织的宗

族化，避免一些地方上姓氏文化研究组织成为个人拉帮结派的工具。四是提高社

会效益。适当地进行一些姓氏文化资源的开发，对于充分认识我省厚重的姓氏文

化资源的价值，服务于我省的文化强省战略十分必要。

林书记最后说，“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我深感使命的光荣，责任的重

大。我一定会把历届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经验继承好、

坚持好、发扬好，同执行会长、各位副会长、理事、专家一道，紧紧依靠中原姓

氏历史文化研究会领导班子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认真履行职责，团结广大会员，

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为河南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河南省的经济腾飞和

社会和谐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我相信，有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广大会

员和全体理事会干部的大力支持，有历届中原姓氏文化研究会的工作经验积累，

有各位顾问和资深专家出谋划策，有各界朋友的帮助指导，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

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一定会在未来五年再上一个新台阶。”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让我们把握机遇，满怀热情，团结一

致，与时俱进，充分利用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这个平台，共同创造美

好的明天！为寻根文化与寻根经济的发展，为河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

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

下午二时，召开了河南省第四届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首次常务理事会，



新任会长林宪斋主持了会议。会上，各位代表畅所欲言，就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

文化研究会未来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交流了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河

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搞好、搞活。

下午三时，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0 年年会暨换届大会圆满闭

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