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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春）包粽子、做香囊、套
圈圈……8日下午，在晋江东石镇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古寨），“粽香东石 品味端午”活动的氛
围感拉满。大家在一个个趣味活动中，感受传
统习俗的文化魅力，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比赛开始！”当日下午3点30分许，在古寨
广场，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参赛选手 5人为
一组，每组计时3分钟，展开激烈角逐。

粽叶、稻米、卤肉、香菇……现场，极具闽
南特色的各色包粽子材料铺排开来，选手们紧
张地翻折粽叶、添加馅料、包实粽子。“加油！
加油！”一边是选手们的巧手翻飞，一边是围观
人员的高声鼓劲，现场气氛紧张热烈，欢声笑
语不断。

“太有趣了，我第一次包粽子，竟然包了 5
个！”来自檗谷村的周美婵激动地说，以往都是
看妈妈包粽子，她耳濡目染下也掌握了技巧，

“今天比赛，大家都在给我们加油，很开心、很
欢乐。”

迎端午、制香囊。亲子手工制作香囊活动
也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参加。在老师的讲解
指导下，大家学习了艾草的知识、艾草香
囊的缝制技巧等，并一针一线缝制出
属于自己的端午节香囊。

“活动很有意义。通过手工缝
制艾草香囊，孩子认识了什么是艾
草、艾草有什么作用，也更深刻地
了解了端午节习俗，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与6岁女儿一起制作香囊
的蔡珍妮高兴地说。

当天，现场还开展了套圈圈、观
影和义务理发等活动。

东石镇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陈
瑞清表示，开展端午节系列活动，旨在进
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同
时，增进邻里互动交流，营造更加温馨和谐的社
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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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春 通讯员 曾伟）近日，晋
江经济开发区总工会联合晋江市三创园公司，组
织开展以“浓情端午 粽享文化”为主题的端午节
职工民俗活动，吸引百余名企业职工热情参与。

粽叶、糯米、五花肉、干贝、虾仁……活动现
场，粽叶飘香。在老师傅的指导下，企业职工体验
包粽子的乐趣。只见翠绿的粽叶在大家手中翻
飞，不一会儿，一个个形状各异、饱满紧实的粽子
诞生了。大家一边展示自己的作品，一边交流技
巧心得，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在另一个会场，制作端午香囊的活动也十分
有趣。大家在老师的讲解指导下，缝制一个个五
颜六色的香囊。这些香囊不仅美观，更寄托着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活动之余，晋江经济开发区总工会、网格办，
晋江市三创园公司、网格邻里中心代表，给一线的
环卫保洁员、保安员等 60多人送去包好的粽子，
向他们表达节日的暖心问候和祝福。

晋江经济开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
提升三创园共享职工之家、邻里中心的服务能力，
为企业职工提供放松身心、享受欢乐时光的平台，
增进网格内企业职工的交流，丰富企业职工的精
神文化生活。

晋江市三创园开展
端午职工民俗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通讯
员 许筠钰） 射五毒、DIY 艾草香
囊、纸编龙舟、包粽子……昨日下
午，晋江英林镇三欧村在三欧文化
公园举行以“粽趣横生 潮玩三欧”
为主题的端午游园活动，开启一场

“粽”情畅玩之旅。
下午 2时 30分许，游园活动有

条不紊地开展。游客、村民陆续赶
来，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射五毒很好玩，钓粽子也很有
趣。”人群中，9岁的王锦婷开心地
说，她和阿姨特地从晋江市区赶来
英林。通过参加活动，她不仅品尝
了美味的肉粽，还学习了有关端午

的民俗知识。
在包粽区，新晋江人蔡丹凤娴

熟地包着肉粽。69岁的蔡丹凤来
自江西，来英林已有 20多年，目前
在三欧村从事保洁工作，“大家一起
过端午，感觉像家一样温暖。”

“今年，我们准备了近 2000个
粽子，供大家免费品尝。”三欧村常
务副主任欧阳名仕告诉记者，去年
端午，该村举办了“免费吃粽子”活
动。今后还将举办类似的节庆活
动，让村民和游客更好地互动，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三欧村党支部书记欧阳明蔚表
示，游园活动提供了可看、可玩、可

体验的“端午大餐”，既营造了浓浓
的端午氛围，也让大家更好地认识
三欧村。接下来，三欧村将充分利
用现有的文化公园、古厝群、农耕园
等乡村基础设施，把后厝、新厝、塘
边、刘厝、荣埭 5个自然村串联起
来，打响“学在三欧”品牌，赋能乡村
振兴。

本次活动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
旅游局、中共英林镇委员会、英林镇
人民政府、英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主办，英林镇文体服务科、英林镇
三欧村村民委员会、三欧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泉州市乌篮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英林 端午游园“粽”趣横生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 欧阳星）连日来，第
十六届海峡论坛“泉台筑梦 智造未来”两岸融合
发展系列活动——晋江市（安海）第十二届端午民
俗旅游文化节在安海镇热闹举行。今年，端午文
化节策划开展了一系列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活动，
两岸安平人共度端午成为一大亮点。

安海旧称安平，是郑成功的成长之地。“两岸
两安平”的由来，源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因思念
家乡，以“安平”取代攻台时的登陆处——热兰遮，
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安平区。

8日上午，作为本届端午文化节的系列活动
之一——“两岸两安平”郑成功文化沙龙在安平桥
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观影厅举行。现场，10多名台
湾同胞、厦门郑成功研究会会员及安海文史爱好
者齐聚一堂，聚焦郑成功文化开展交流座谈。次
日，在安海兆泰文创园举行“两岸两安平”艺术家
笔会交流活动，两岸书法爱好者一同挥毫泼墨，在
书法交流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两岸两安平渊源深厚，近年来，两地以‘两岸
两安平’为主题的民间文化交流互动不断。”安海
文创协会执行会长林荣宗介绍，今年是郑成功
400周年诞辰，借此契机，本次端午文化节期间，
以“重走‘成功’路”为主题，邀请台湾同胞循着郑
成功在安海留下的足迹进行走访调研，并近距离
体验安海端午特色风俗、民俗。

“在台南安平，我们端午节也会做煎堆，用材、
做法和闽南煎堆非常相似。”8日下午，来自台南
安平文教基金会的李幼轩一边同安海居民学做煎
堆，一边说。

“不同于闽南‘煎堆补天’的说法，台南安平端
午煎堆的由来与郑成功有关。”李幼轩告诉记者，
彼时，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时，恰逢端午节，因军粮欠缺，不足以包粽子让士
兵过节，就用地瓜粉、糯米饭等食材煎成饼代替粽
子。1662年，郑成功在台南安平逝世。安平人为
纪念郑成功，便在端午节以煎堆取代粽子，相沿成
俗200多年。如今，在台南安平，仍有不少人在端
午煎堆过节。

“两岸两安平除了历史沿革有密切关联，民间
民俗也十分相近。此次，我们组织到安海重走‘成
功’路，就是希望更好地认识安海的文化，并将安
平的儒商精神与郑成功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台
湾台南安平文教基金会秘书长周芷茹说。

两岸两安平
共话端午民俗

本报讯（记者 陈心心）近日，晋江内坑镇黎
山村第六届“粽传千年 产兴今朝”包粽子比赛在
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当天下午 2点 30分，黎山村党群服务中心戏
台前已聚集了众多参与活动的村民，桌上摆放着
虾仁、猪肉、粽绳、粽叶等材料。

作为去年包粽子比赛的冠军，张访访对今年
的比赛信心十足，不仅在包粽上下足“功夫”，在摆
盘上也别出心裁。“今年，我们做了三种粽子，姜
粽、乌米粽作为‘配角’装饰，‘主角’是肉粽，单馅
料就有十几种，蒸煮的高汤则是用猪大骨熬制
的。此外，我们特地挑选精致的闽南提篮作为放
置肉粽的器皿。”张访访说，此次，婆婆和大姑子一
同前来，在参赛之余，还能增进亲情。

现场，十组参赛选手巧手翻飞，一个个香喷喷
的粽子被摆放在评审台上。记者了解到，比赛评
委从粽子的外形、口感、材料三个方面进行打分。
经过激烈的角逐，张访访一家成功卫冕。

据悉，为传承闽南民俗文化，增进村民交流
互动，黎山村每年分别在春节、端午节举办蒸碗
糕、包粽子比赛。“在闽南，春节从蒸一笼碗糕开
始，碗糕一蒸，蒸笼一掀，年味就来了。如今，包
粽子和蒸碗糕比赛已经成为我们村每年的固定

‘节目’，让村民们在民俗活动中乐享生活，营造
和谐、团结、友爱的乡村氛围。”黎山村党总支书
记张蓬杰说。

内坑黎山村
举办包粽子比赛

本报讯 （记者 林伊婷 陈心
心 秦越） 水上“掠鸭”竞技活动、

“嗦啰嗹”习俗原生态展示、非遗独
竹漂……昨日是端午节，晋江市（安
海）第十二届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
举行，成千上万市民、游客会聚安平
桥景区，争相观看独具闽南特色的
端午民俗及非遗表演。

上午9时，端午“嗦啰嗹”习俗原
生态展示在安平桥景区上演。现场，

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来自安海朝天
宫、霁云殿、妈祖宫的 3支采莲队轮
番上阵，进行原生态表演。精彩有趣
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观看。

“我第一次看这个表演，很热闹、
很好看。”来自印尼的73岁乡亲王怡
娇与家人早早来到安平桥景区等待

“嗦啰嗹”队伍，并积极参与“花婆”
“铺兵”“旗手”的表演互动。

下午2时，水上“掠鸭”竞技活

动举行，现场人潮涌动。警察、安保
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志愿者的身影
随处可见，全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进
行。

活动现场，在安平桥景区演艺岛
旁，距离水面约2米处架起一根长长
的圆竹竿，鼓声响起，各路参赛选手
纷纷上竿一试身手，参与者需赤脚小

心翼翼地踏过抹过油的竹竿，
打 开 竹 竿 尽

头的笼子，待鸭子掉入水中，将其擒
住，视为成功，可将鸭子带回家。

“要稳住心态，放轻松，上竹竿后
慢慢向前挪，挪个两三步，再瞅准鸭
笼向前扑。”来自安海的鲍家荣、鲍逸
恒堂兄弟成功抓到了鸭子，并热心地
与记者分享水上掠鸭的技巧。

据了解，水上掠鸭活动在安海流
传已久，考验参与者的体力、毅力和技
巧，比赛过程妙趣横生，备受群众喜

爱。2020年，水上掠鸭入选泉州市“非
遗”；2021年，获评中华体育文化优秀
节庆项目，得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发
展中心的评选推介，名扬海内外。

当天，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的非遗
独竹漂表演。来自贵州遵义的独竹
漂非遗传承人杨柳一袭长裙、头顶簪
花、脚踩竹竿，在安平桥畔的水面上
翩然起舞，精彩的表演引来阵阵掌声
与欢呼声。

陆上看采莲 水上看掠鸭
晋江市（安海）第十二届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乐趣多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秦越）昨晚，“同
舞中国龙·同筑中国梦”晋江梅岭街道非遗
（锦塘舞龙）首届文化交流节如期举行，来自
泉州、厦门的8支舞龙队同台献艺。

活动现场，伴随着锣鼓声，闽南最长的
99米巨龙震撼登场。寓意吉祥、繁荣和希望
的巨龙翩翩起舞，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更
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活动期间，受邀的各支舞龙队分别带来
精彩的舞龙表演。

“在端午佳节举办舞龙文化交流活动，旨
在搭建闽南舞龙文化交流平台，推动舞龙文
化更好地传承、发展。”锦塘舞龙队领队洪加
愿表示，希望通过活动激发更多人关注闽南
龙文化，并参与进来，携手将舞龙发扬光大。

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锦塘自然村是闽
南舞龙文化发源地，被誉为“南龙王之
乡”。三光天（锦塘）舞龙起源于清朝康熙
年间，舞龙队由锦塘自然村洪、黄、曾、蔡四
个“角头”的村民组建，最初作为祭祀活动
表演，后来演变为竞技项目，传承至今已有
300多年历史。

近年来，在第五代传承人洪锦雄的推动
下，三光天（锦塘）舞龙队走进校园、社区，培
养舞龙学员超 4000人，舞龙套路也从 20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 13套演变到如今的 500多
套。2022年，在全国民族龙狮文化展示活
动“梅岭杯”第四届中华民族青少年龙狮争
霸（学生专场）暨全国传统舞龙争霸公开赛
中，三光天（锦塘）舞龙队凭借作品《龙腾九
州》获得赛事第一名，勇夺“南龙王”称号；
2023年，在福建省全民健身领导小组、福建
省体育局主办的 2023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
动会舞龙舞狮全省总决赛上，梅岭锦塘舞龙
队再夺舞龙全省冠军；2024年 2月，位于三
光天锦塘雅苑的锦塘舞龙训练基地被列为
福建省舞龙基地。

记者了解到，今后，梅岭街道将每年坚持
举办类似的文化节活动，力争通过深入挖掘
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品牌“文化盛宴”，增强群
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悟，培育群众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获得感。

龙腾端午 祈福安康
梅岭非遗（锦塘舞龙）首届文化交流节举行

多彩民俗“ ”情端午
我们的节日·端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