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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应天门北广场举行的世界客属第

33届恳亲大会开幕式上，第99名火炬手、香港

客属总会执行主席、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曾智明庄重接过世客会火炬，点燃火种盆，刹

那间掌声雷动。

从客家之源纪念馆出发，途经龙门石窟，

最终到达应天门……此次世界客属第33届恳

亲大会的火炬传递活动备受各界关注。

为何要举行火炬传递活动？路线设计有

哪些巧思？火炬传递有哪些技巧？火炬手都包

括哪些人？就这些问题，记者一一为您揭密。

火炬传递，既有回家之意，又显文明
传承

自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举办以来，每一届世客

会都有其亮点与巧思。今年，第33届世客会开

展火炬传递活动，让全球客亲感受洛阳的温暖

与热切。火，代表着热情与希望。火炬传递，一

直是友谊和团结的象征。在世客会举办史上，

火炬传递并不多见，此次为何组织这一活动？

遥想1700多年前的西晋末年，烽火连天，

狼烟四起，客家先民为躲避战乱，经大谷关南

迁，开启了“衣冠南渡”的历史序幕。“随着客家

南迁，火种随之传到全国各地。此次世客会在

洛阳举办，客家人回到了祖根地，就像当初四

散的火种重回洛阳。”第33届世客会火炬传递

组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介绍，火炬传递，既有

回家之意，代表血脉的联系，又有文明传承之

意，象征着一代又一代客家人的接续奋斗及河

洛文化、客家文化的绵延不断。

重走南迁路，遍赏洛阳美景，感受
洛阳魅力

昨日14时，在客家之源纪念馆举行的点

火仪式上，老、中、青3名客属代表手持火种

灯，护跑手接过火种灯点燃圣火盆。随后，第

一棒火炬被点燃，火炬传递正式开始。

此次火炬传递共有99名火炬手，主要为

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属代表和洛阳各阶层代表，

老、中、青三代皆有。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

城市，年龄和身份各不相同，因为世客会相聚

在洛阳，共同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其中，年

纪最小的火炬手为小学生，年仅10岁，年纪长

的有七八十岁的老者。

从大谷关出发、途经伊阙关，最终抵达应

天门……本届世客会在火炬线路设计上也颇

有深意。

客从何处来，洛阳大谷关。作为汉魏洛阳城

的南大门，大谷关留下了客家先民南迁的足迹，

见证了客家人的三次“衣冠南渡”。伊阙关也是

客家先民南迁的一个重要通道。如今，客家儿女

手持火炬重返这里，更有客家精神延续之感。

此次火炬传递路线全长约44公里，分为

大谷关、伊阙关、应天门3段，每段安排33名火

炬手传递，每人传递约70米。

“火炬传递看似简单，但也藏着许多门

道。”第33届世客会火炬传递组工作专班相关负

责人介绍，火炬手在手持火炬时，要用右手持握

火炬中下部，保持火炬竖直、LOGO向前；在火

炬交接时，两名火炬手都要将火炬直立进行点

火交接，后棒略高于前棒；在奔跑时，火炬顶部

要高于头顶，同时避免挥舞火炬等大幅度动作。

除由火炬手传递外，在非传跑路段，火种

由彩车运送，依次穿越伊滨区、洛龙区、老城区

等城市区。一路上，自然山水、名胜古迹、城市

风光尽收眼底，千年古都洛阳，向全球客亲展

现独特魅力。

客家回家，火炬传递城市温度，
洛阳、客家心手相牵

在火炬传递活动上，作为此次火炬传递的

第一棒火炬手，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总

执行长曾观涛难掩激动：“洛阳是客家人的祖

根地，远道而来的每一位客家人都能在这里感

受到家的温暖。”

“‘回家！回家！回家！’洛阳的呼唤道出

了我们每一位客家人的心声，这里就是我们的

家。”曾观涛说，自己曾在十几年前到过洛阳，这

次再次来到洛阳，看到洛阳的发展蝶变，感到由

衷的骄傲和自豪。“如今的洛阳更有十三朝古都

的恢宏气韵，城市也更具生机活力，吸引着在外

的每一位客家人回到这里、爱上这里。”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在龙门石窟卢舍

那大佛对岸，印尼客属联谊总会青年部副主席

叶小平手持火炬矫健向前，围观的市民热情

欢迎。

“大家的热情程度超乎想象。”叶小平说，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来洛阳，但一下高铁看到

“客家回家”的欢迎语，心头就涌起一股莫名的

亲切感，“终于到家了！”

此次世客会吉祥物的设计者郭蓉怡也是

一名光荣的火炬手，其设计的吉祥物“和和”“乐

乐”是热情可爱的河洛少年郎。“作为洛阳人，非

常自豪能参加火炬传递活动。”郭蓉怡说，作为

青年一代，自己将继续传承弘扬河洛文化，以实

际行动欢迎海内外的客亲回到洛阳。

在应天门前的火炬传递点，奥运冠军鲍珊

菊的出现点燃了现场气氛。作为一名洛阳姑

娘，家乡的大小事都牵动着鲍珊菊的心。不久

前，鲍珊菊回到了洛阳，一边训练，一边等待第

33届世客会的开幕。

“家乡的美景和美食让我整个人放松下

来，以更加舒适的状态投入日常训练。”鲍珊菊

说，这是家乡带给自己的力量，也希望更多客

亲能够在洛阳感受到祖根地的温暖与力量，让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更加紧密交融，河洛青年

与客家青年更加亲密无间。

使命光荣，护跑手全程陪跑，志愿者
贴心服务

如果说火炬手是红花，那护跑手就是绿

叶。在火炬传递过程中，有6个高大身影全程

未曾停歇，一直陪伴火炬手。这6人便是护跑

手，他们是来自市消防救援支队洛龙区大队五

环街消防救援站的工作人员。

“我们主要为火炬手指引路线，告诉他们

起点与终点位置及注意事项，保证火种顺利抵

达。”护跑手领队王峰说。在此次火炬传递路

线中，大约有7公里路程需要火炬手跑步传

递，在此过程中，护跑手需全程陪同。“这次护

跑行动使命光荣，我们幸不辱命。”王峰说。

还有另一群身影，也活跃在整个火炬传递

过程中。青年志愿者们身着蓝色运动服，在各

自点位，为每一名火炬手提供贴心服务。

洛阳理工学院大二学生陈剑海便是其中

一员，他也是一名来自广西玉林的客家人。

“洛阳是客家祖根地，作为一名客家人，我

与洛阳的缘分早已注定，我也在这里寻到了

‘根’，找到了归属感。”陈剑海看着自己身上蓝

色的志愿者服装，笑着说，“看，我把客家蓝和

洛阳牡丹一起穿在身上，客家文化和河洛文化

都扎根在我们心中。”

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火炬传递活动圆满举行

客家回家 薪火相传

火炬交接 鲍珊菊传递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