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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一个周末，在淮阳区图书馆的伏羲文化研究会办公室里，记者
见到了杨复俊，这位 81 岁的全国知名文化学者正在伏案写作。

杨复俊，淮阳城南杨张庄村人。 高中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任村党支部副
书记，因文笔好，后被调到淮阳城区工作，先后任文化馆馆长、图书馆馆长。
1970 年，他被调到太昊陵文化馆工作。工作期间，他目睹了民众祭羲皇的盛
况，甚是动容。 得知不少知名文化学者不知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不
知淮阳是羲皇故都和羲皇长眠处，他便立志为伏羲写书，宣传羲皇和淮阳。

为羲皇写书，杨复俊埋身淮阳三大图书馆，从典籍中寻找文献。 20 世纪
80 年代，他和文化馆同事等人在刚复刊的《北京民间故事》《上海故事大王》
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伏羲故事文章 42 篇。 1984 年，淮阳伏羲文化研究会成
立，之后他曾任会长。 他一生著书立说研究伏羲文化，奔走祖国各地参会演
讲，宣传伏羲文化。

进入 21 世纪，周口成功举办轰动海内外的中华姓氏文化节，周口被命
名为“中国三皇故都文化之乡”，一系列文化盛会让周口淮阳名扬天下，杨
复俊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杨复俊研究伏羲文化 50 多年，推出著作 30 多部、
1260 多万字。

1993 年，杨复俊的学术著作《中华始祖太昊伏羲》荣获“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奖”。 2011 年，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民协为杨复俊颁发“金鼎奖”，颁
奖词这样写道：“长期从事中国远古史与中国民族文化研究……数十年偏
于一隅，默默耕耘；数十年对中国神话学的深情守望，他以厚重而渊博的知
识为基础，以敏锐的才思作后盾，以对中国远古神话的挚爱为动力，成为一
位高产学者，体现了时代的文化良心与学术良心。 ”

如今，耄耋之年的杨复俊，仍保持凌晨 3 点起床的写作习惯，整理了羲
皇故都淮阳历史文化系列与太昊伏羲陵庙系列十六卷等， 为弘扬伏羲文化
发挥余热。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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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周口分行“六个聚焦”推动数字金融发展
������今年以来， 工行周口分行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
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建设，并取得显著成
效。

该行聚焦机制建设， 研究制定数字金融工作制
度，明确组织架构和主要职责，推动数字金融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 聚焦科技赋能自动化，持续推进网点

运营改革，推广 RPA 技术使用，降低操作风险和运
营成本。 聚焦生态建设全面化，密切数字生态合作，
主动对接和完善财政、“三农”、医保等领域的数字化
服务升级需求。 聚焦专业联动多样化，组织推动数字
金融与业务联动融合发展。 聚焦融合智能化，提高普
惠金融业务数字化应用成效，大力推广“种植 e 贷”

“养殖 e 贷”“农资贷”“粮食收购贷”等金融产品。 聚
焦稳健运营安全化，提升全行数字化综合服务水平。

下一步，工行周口分行将继续秉持初心、勇于创
新，完善组织体系建设，创新普惠金融业态，为区域
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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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八旬的杨复俊伏案写作。。

杨复俊查看过去的手稿。

������杨复俊展示他的多部著作。

杨复俊在淮阳太昊陵祭祖大典上恭读祭文（资料图片）。

������杨复俊展示他收藏的泥泥狗。

杨复俊整理的羲皇故都淮阳历史文化系列与太昊伏羲陵庙系列十六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