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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培仁 文图

本报讯 做花灯、吃汤圆、现
场连线送祝福……2月 26日下午，
晋江金井围头村和台湾的 35名两

岸青少年和海峡姻亲欢聚在一起，
庆祝元宵佳节的到来。这也是围
头村以 2月 25日第 45个“主题党
日”为启动日，举办的“第三届两岸
少儿（围头古街）闹元宵”和“第六
届海峡姻亲（围头新娘）庆三八”系
列活动之一。

围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洪水平表示，为继续发挥

“对台、面金、傍海”优势，充分彰
显围头特色的对台文化和民俗
节庆，此次活动，村裡凸显“搭建
海峡窗口、唱响交流品牌”主题，
结合疫情常态化防控需要，采用
简朴而有意义的“线上+线下”方
式，开展两岸“闹元宵·庆三八”
系列活动。

2月 26日下午 5时许，记者在
围头村永平广场看到，参与活动
的 35名两岸青少年和海峡姻亲坐
在一起，在大人们的帮助下，开心
地制作元宵花灯。桌子上，摆放

着围头村妇联工作人员特地采摘
来装饰的村花“三角梅”，而围头
村幸福院的老人们则亲手为大家
煮来了热气腾腾，象征团员美满
的汤圆。“这是我第一次做花灯，
现在还有不少村裡的孩子带着自
己做好的花灯过来，很漂亮，再搭
配上这碗汤圆，真的感觉很温
暖。”来自台湾的蔡正钰笑着说，
这样的活动很有节日氛围，也能
了解元宵节的文化，很开心。

在 现 场 制 作 好 花 灯 后 ，35
名两岸青少年和海峡姻亲随即
提着花灯，跟在手持火把的洪
水平身后，开始绕着永平广场
的同心亭游灯赏灯（如左图），现
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来自金门的施清雅昨日携夫
带子，融入这场充满传统节日氛围
的活动中，她笑着说，两岸文化同
根同源、一脉相承，本次活动让她
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很亲切。“很

荣幸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是两岸
民间感情融和的见证。”台湾的吴
妮娜也带着自己的父亲和孩子前
来。

据悉，此次系列活动将在 3月
8日落幕，其间，围头村还将对评选
出的2020年度“最美站长”“名誉村
民”“美丽家庭”“围头好党员”“围
头好爷爷”“围头好妯娌”以及“党
建+评先”5户+10对+84人的海峡
姻亲进行表彰。

围头村从战地走来，是大陆距
离大金门岛最近的地方，目前两
岸有 148对情侣互通婚姻，“冤家
变亲家、两岸一家亲”是围头村真
实的写照，已成功举办海峡两岸
（晋江金井·围头）七夕返亲节和
闽台乡村旅游文化节各六届，分
别被国台办纳入对台交流重点交
流和宣传双项目和文旅部支持项
目的两大民间对台节庆，被誉为

“海峡第一村”。

2月26日晚，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人流如织，15座大型座灯及不少挂灯分佈在街区的各个
角落，扮靓了五店市传统街区，给广大市民带来了节日的氛围和欢愉。

据了解，为推动五店市传统街区常态化开展街头文化艺术表演活动，活跃街区文化氛围，
培育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文化艺术品牌，当日，五店市还举办了“红砖厝裡过大年”元宵街头快
闪活动。现场，魔术、戏曲、舞蹈等三支队伍的演员一一登场，给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快闪演
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本报记者 董瑞婷 陈巧玲 文图

■本报记者 许春
通讯员 马浙荣 文图

本报讯 宫灯高挂，流光溢彩。2
月 26日晚，晋江东石嘉应庙，陆续迎
来 10对挂宫灯的新人。考虑到疫情
防控的需要，今年东石镇继续停办“闽
台东石灯俗——数宫灯”系列传承活
动，改为开展元宵数宫灯线上游戏，并
在报名的新人中，随机抽取10对于元
宵当晚前来挂灯。

“能参与到元宵节挂宫灯活动中，
感觉很幸运，也很高兴。”当晚6点多，
去年 12月结婚的“90后”新人蔡其伟
和妻子一起送来了两人新婚时的宫
灯。他来自东石镇第四社区，妻子也
是东石人，两人相恋一年多后喜结连
理。“挂上宫灯，希望牛年一切顺顺利
利，平平安安，早日添丁添福添喜气。”
蔡其伟笑着说。

据悉，“闽台东石灯俗——数宫
灯”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以
来，东石镇信奉九龙三公的居民，家中
凡有新人结婚，都会在婚后第一个元
宵节，到嘉应庙挂上一对宫灯，祈求子
孙兴旺。该习俗沿袭到台湾，续写着
两岸民俗相同、神缘相通、血脉相连之
情。在历年传承活动中，两岸同胞都
会汇聚东石，同台欢庆、齐闹元宵、共
数宫灯。

记者了解到，受疫情影响，不少新
人缓办、简办或取消了婚宴。今年，嘉
应庙共迎来 32对新人的宫灯，数宫
灯、卜灯等易造成人员聚集的环节则
予以停办。

“受疫情影响，去年和今年的
数宫灯活动都停办了。今年，除了
开展线上‘数宫灯’游戏，我们举办
了小范围的新人挂灯活动，其他新
婚的新人则由工作人员代为挂宫
灯，既兼顾民俗风情又避免了人员
聚集。”东石镇嘉应庙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记者 董瑞婷

陈巧玲 文图

本报讯 十五到花
灯俏。晋江市博物馆与
晋江市剪纸协会2月25
日联合开展“我们的节
日——元宵节”剪纸花
灯亲子社教公益活动。

本次活动首先由晋
江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讲
解元宵节的传统习俗和
文化内涵，随后剪纸协
会的老师教授剪纸体
验，让学生感受制作花
灯的乐趣。

活动开始制作前，
剪纸协会的老师讲解了
关于剪纸花灯的做法，
孩子们在听讲的过程中
表现得跃跃欲试。老师
讲解完毕，孩子们便迫

不及待地打开材料包，
按照步骤折纸、裁剪、拼
接、粘贴、装饰。年龄小
的孩子则与家长们一同
动手。经过近一个小时
的时间，一个个漂亮喜
庆的“年年有余”花灯便

“争相出炉”，大家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欣
喜地与自己的作品合影
留念。

“刚好明天就是元

宵节了，花灯做好后还
可以带出去游玩，太棒
了！如果下次还有这样
有意义的活动我很愿意
继续来参加。”来自泉州
实验中学丰泽附小三年
级的朱楷葳说。

晋江市剪纸协会
理事杨玉兰表示，此次
活动不仅能够营造浓
浓的节日气氛，让孩子
们通过亲自动手，以乐

促智，有效提高了孩子
们动手动脑、团结协作
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让
孩子们在实践中了解
传统、继承传统。

晋江市博物馆工
作人员表示，为积极弘
扬优秀民族文化，发挥
博物馆第二课堂作用，
本次活动通过线上和
线下共征集到 40位学
生参与，在家长的陪同
下，学生可以通过探究
学习，了解正月十五的
文化内涵和剪纸艺术
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从
中体会艺术与生活的
密切联繫。通过剪纸
制作体验活动，让参与
者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魅力和文化内涵，激发
爱国热情。

■本报记者 许春 陈巧玲 文图

本报讯 夜幕降临，花灯流转。在晋
江梧林传统村落，元宵佳节与夜梧林的碰
撞，织就一幅游人如织的繁华、静美画面。

2月26日，早早地吃完晚饭，市民庄女
士带上4个孙女、外孙，拎上早先买好的精
美小花灯，一家人高高兴兴来到了梧林。
春节期间，在朋友圈看了许多亲友发的游
梧林视频、照片，庄女士决定和家人在元宵
晚上来逛逛。

一路上，游人虽多，在安保人员的维持
下，却也井然有序。男女老少欢欢喜喜地
穿梭在古厝间，逛禧市、尝禧食，以游览的
方式欢度佳节。走到或精美、或有趣、或独
特之处，大家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佳节盛
会，定格美好瞬间。

楼台高处，驻唱歌手边弹边唱的流行
乐曲，悠扬动听，与生动特色的偶头灯展遥
相呼应，彰显着梧林的动静之美。在暖灯
的照映下，百余栋古厝向八方来客，传递着
家园般的温馨，书写梧林传统村落的生长。

■本报记者 黄伟强

本报讯 2月 26日，为了庆祝传统元
宵佳节的来临，营造喜庆祥和的气氛，晋江
青阳街道联合锦青社区举办“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为主题的元宵节活动，为
群众献上丰盛的文化盛宴。

“引火烧身”猜一法律名词、“好雨知时
节”猜一经济词语……当日下午，在青阳新
华街，一条条挂着的灯谜吸引了市民的驻
足竞猜，大家盯着自己选中的谜语或静思
苦想或集思广益。猜中灯谜的，赢得了身
边其他市民的喝彩，同时主办方还准备了
一份精美的礼品。

“猜中了三个灯谜，很开心。既弘扬了
传统节日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种寓
教于乐的活动很有意义。”手拿猜谜奖品的
老党员庄老伯笑着说道。

当晚，在晋江大剧院广场，锦青社区老
年协会文艺队与夕阳红艺术团自编自演的
歌舞轮番上演，大家高高兴兴献才艺，欢欢
喜喜迎接元宵佳节。

■本报记者 王诗伟
通讯员 邓志勇 文图

本报讯 普法与“我们的节日”同在，2
月 26日上午，晋江市永和镇党委、永和司
法所以元宵佳节为契机，携手晋江市慈爱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西坑村举办“普法宣
传有新招·法治灯谜闹元宵”趣味普法活
动，拉开了2021年普法宣传活动的序幕。

除猜灯谜外，现场还设置了手工灯笼
制作、法治宣传展板、听宣讲答题领取奖
券、法律咨询等情景互动环节。

据悉，此次灯谜竞猜活动主要围绕民
法典、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内容展开，
300多条灯谜将中华民族传统元宵佳节猜
灯谜的习俗与普法宣传结合在一起，在祥
和且充满趣味的氛围中普及法律知识，寓
教于乐，增强了村民的法治观念，也营造
了良好的法律文化氛围。

35名两岸青少年和海峡姻亲
金井围头村“闹”元宵

五店市:花灯美 快闪靓

东石：嘉应庙裡挂宫灯 新人添丁添喜气

晋江市博物馆：体验剪纸做花灯

喜庆元宵 普法同行
永和法治灯谜活动进乡村

猜灯谜 献才艺
青阳元宵活动好热闹

梧林：风景美如画
游人庆佳节

戏曲快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