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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端午时。

手腕上的五彩绳、腰间的香囊，门

前的艾草、飘香的粽子，劈波斩浪的龙

舟……端午，在跨越千年万里的古老传

唱中，涤荡着悠扬的新声。

“粽”情端午，穿越千年历
久弥新

包粽子、挂菖蒲、赠香囊……各地

习俗不尽相同，但都承载着人民祈福安

康的愿望。

6月 8日，湖北省蕲春县席盘石村 72

岁的村民王大庆起了个大早，到农田边

割下今年第一把艾草。他说：“晒干后，

拿一部分捣碎制作艾条，点燃熏屋可以

驱邪。另一部分用来煮艾水鸡蛋，吃了

保健康。”

端午这天，大街小巷“行走”的香囊

等 饰 品 ，充 满 传 统 韵 味 ，散 发 沁 人 香

气。不少市民说，佩戴香囊寄托着美好

祝福，勾起儿时美好回忆。

端午凝聚着“家”的情感。

河面上船桨舞动、水花四溅，一艘

艘龙舟竞速冲刺。这是今年端午节期

间，贵州省镇远县举行的赛龙舟活动上

的一幕。

镇远县魏家屯村村民李贡涛为赛

龙舟，特意请假回乡，这是他第七年划

龙舟。他说，一场龙舟赛，像一声号令，

把四散在远方的游子们唤回家乡。

村支书贾英华说，赛后村里办百桌

宴，在外村生活的“姑妈”要带着姑爹娃

仔回村，全村老老少少围坐在一起热热

闹闹吃个饭。

端午习俗，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在宁夏博物馆，小朋友亲手制作艾

草香包，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在湖北秭

归，龙舟抢红夺标赛，共赴传承之旅；在

江苏南京，图书馆阅读服务进景区，书

香弥漫端午节……

蕲春县一处蕲艾基地，电商直播开

到 田 间 。 蕲 春 种 艾 用 艾 的 传 统 延 续

1800 多年，如今，小小一株蕲艾已经发

展为综合价值超百亿元的产业。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正国

说，今年兴起了艾草花束、粽子挎包以

及民俗文化游、研学游等新风尚，相关

产业呈现蓬勃之势，展现出传统文化新

活力。

传承民族基因，弘扬爱国情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

原。”屈原无疑是最醒目的端午文化符

号。这一天，重温浓情假日，更感受到

奋勇争先的民族精神、炽热深厚的爱国

情怀。

汨 罗 江 龙 舟 超 级 联 赛 近 期 开 锣 。

“我们顶着烈日训练，因为划龙舟是我

们的传统，不能丢。”来自湖南汨罗市罗

江镇罗滨村龙舟队的队员邹端科说，端

午节在汨罗的重要程度，仅次于春节。

千百年赛龙舟，赛的是江河上同舟

共济、奋勇争先，展现时代大潮中的上

下求索。

循 环 经 济 是 汨 罗 的 传 统 支 柱 产

业。经过三十年不懈努力，从早期的粗

放式发展转型升级为绿色、低碳的标准

化产业模式，每年数百万吨废旧金属在

这里重获新生。

“爱国主义是屈原精神的底色。”在

汨罗屈子祠工作 40 余年的屈学专家刘

石林说，希望每一代人像屈原有正直高

尚的品格，不断创新求索。

在屈原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屈原

镇 屈 原 村 端 午 节 都 会 举 办 骚 坛 诗 会 。

“三闾骚坛”是明清时期在当地诞生的

民间诗歌社团，参与者多是农民诗人。

翻开他们的诗歌，蕴藏着共同的文

化记忆，不仅看到屈原精神代代相传，还

有讴歌农村焕然一新的时代变迁。

秭归，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

靠着发展脐橙产业脱贫致富。75 岁的

黄家兆是土生土长的屈原村人，他说，

要把屈原爱国精神代代坚守，让子孙后

代把国家建设得更富强。

厚植文化自信，推动中华
文化生机勃发

以端午之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展现

着节日中的中国故事。

当端午节“邂逅”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出集市

活动，让人们看到老手艺焕发的新活力。

“我早早就预约了进馆，带孩子更

生动地感受我们传统的端午文化，感悟

文化自信。”广州市民刘欣然说。

在摊位上，年轻人分享艾草、葫芦

等做成的迷你挂件，祈求端午安康；小

朋友体验雕刻龙舟、雕版拓印等，沉浸

式感受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生动述

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近年来，在不少地方，一批批年轻

人“溯流而上”，古老的文化传统有了新

玩法。“汨罗香囊制作技艺”非遗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戴芸伊回乡创业，进村寻访

香囊的古法技艺，研发香囊文创产品 30

余项。随着国潮文化兴起，她的香囊走

红，吸引许多游客关注。

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郭艺表示，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创新，

正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生活。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国美院

教师夏琳璐是一位年轻的锔瓷技艺传承

人。“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我们这一代人

手上创新才能传承下去，现代锔艺要和

现代审美和科技相结合。”她说。

这几年，夏琳璐身边的学生更年轻

了。她相信，随着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进来，传统文化会更具活力。

从香包、手绳、艾草装饰品走俏，新

中式服装成为新潮；到非遗表演精彩纷

呈，文博馆文化 IP 联名“上新”成为热门

打卡地……人们热爱并投身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创新，在端午节得到集中展现，彰

显出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自信力。

“这份扎根于人们心中的自信，会推

动中华文化更加生机勃勃。”郭艺说。

（新华社北京 6月 10日电 记者 田

宇 周楠 李黔渝 宋立崑 邓瑞璇 冯源）

龙舟漾遗风 粽情系家国
—品端午情怀新气象

新华社记者

乡村行 看振兴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的青塘粽子现在是远近

闻名的特色食品，曾经的贫困村临县前青塘村利

用盛产苇叶的独特优势，发展起粽子产业；通过

技术升级，这种时令食品得以扩大销售半径，成

为可持久的特色产业；通过强龙头、补链条、建

集群、育生态，小小粽子打开了这个村的乡村振

兴路。

前青塘村产粽叶，临县县志中就有“苇苗离

离，粽席特产”的记载，如何靠粽叶让村里人脱贫

致富，2012 年，前青塘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文开始

带头做粽子产业。

粽子很快实现了食品到商品的转变。这得

益于前青塘村不断挖掘自身特色资源：水源丰

富、水质优良的“海眼”泉，宽大肥厚的芦苇叶，质

地醇厚的黄河滩枣，以及带有特殊香气用于捆绑

粽子的马莲草。这四样当地特产结合起来形成

了粽子好吃的关键。

特色农产品市场广阔，粽子卖的越来越红

火，但粽子的即食性短板让村里人脱贫有余但致

富不足。

青塘粽子要想扩大生产规模，攻克保鲜技术

是关键一环。张新文说，村里人缺技术让他们走

了许多弯路。“搞产业就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劲头，经过不断尝试，高温灭菌技术被攻克，粽

子的保质期达到 180天。”

解决了设备问题无异于补齐了粽子产业链，

现在村里做粽子的村民几乎家家都有抽真空机，

几户就有一个灭菌罐。

靠走街串巷卖粽子让村民们实现了脱贫，产

业化粽子生产让前青塘村走向了致富路。随之

而来的龙头企业、区域品牌、产业生态让青塘粽

子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扎实。

现在前青塘村的粽子产业已经形成大、中、

小企业齐发力的产业梯队，龙头企业青塘粽子食

品公司年产值几千万元，单日产粽能力达 3 万个，

10 家左右的规模企业年产值几百万元，还有 100

多家年产值几十万到一百万元的家庭工厂。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在前青塘村也逐步构建

起来：村民在粽子厂打工包粽子，月收入可达上

万元；攒点钱就可以自己购买真空包装机、进原料开家庭工厂；再挣了钱可以买

灭菌罐承揽高温灭菌业务；再干大了就可以建厂房了。

粽子产业的发展让农村活力也在不断增强。

返乡青年刘军芳依靠熟练掌握灭菌机每天能收入上千元；54 岁的王艳平一

天能包 200多个粽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这个脱贫家庭如今年收入达到 20万

元。2023 年前青塘村及后清塘村粽子销售额达到 1.5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 3000

个左右，前青塘村回乡青年超过 500 人。村里建设的水上乐园也红火起来，“粽

子+旅游”融合发展让这个传统古村落韵味更浓。

青塘粽子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还在持续显现。目前，以粽子

产品为关键环节的“链式经济”正在成长壮大。粽子产业已经辐射带动了临县

的黄米种植、黄河滩枣和枣花蜜以及包装、运输等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累计达 3

亿元。

“现在我们正在打造区域公共品牌，申请地理标志产品，扩大青塘粽子

的带动效应，让青塘粽子成为县域经济的特色增长点。”临县县委书记范亮

珍说。

（新华社太原6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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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五月兮，节届端阳……竞渡

龙 舟 兮 ，吊 古 忠 良 ……”五 月 五 ，端 午

节，在屈原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

传承 400 余年的三闾骚坛诗社近百位诗

友举行端午诗会，共同吟诵诗社名作。

节 分 端 午 自 谁 言 ，万 古 传 闻 为 屈

原。“关于端午节起源，影响最广泛的是

纪念屈原说。”武汉大学特聘研究员、秭

归民俗文化专家郑承志说。

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屈原，是我国

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所作的《离

骚》至今广为传诵。在楚国，屈原一度

得到重用，但因政见不合，遭到排挤，最

终被流放。

公 元 前 278 年 ，秦 军 攻 破 楚 都 郢 。

相传，听闻这个消息，屈原于五月初五

在绝望中抱石自沉于汨罗江。楚国百

姓哀痛异常，纷纷到江边凭吊。渔夫们

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并抛洒饭

团食物防止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以后

每年五月初五，人们都举行盛大的活动

来纪念他，并逐渐形成了龙舟竞渡、包

粽子等习俗。

“关于端午节起源，除了纪念屈原

的说法，民间还有凭吊伍子胥、曹娥、介

子推等说法，也有‘辟邪说’‘祭龙说’。”

郑承志说，在屈原诞生地和投江区域，

端 午 习 俗 主 要 是 纪 念 屈 原 ；在 江 浙 一

带，以纪念助吴伐楚、后因吴国政治斗

争被赐死的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子胥

为主；在浙江绍兴，也有纪念入江救父

的东汉孝女曹娥的说法；而在山西、河

北一带，人们则缅怀追随晋文公流亡十

九年不求功名利禄的春秋时期晋国贤人介子推。

“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各有不同，但都蕴藉着浓浓的家国

情怀——屈原代表爱国情怀，伍子胥、介子推和曹娥代表忠孝，这

些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浙江

师范大学教授陈华文说。

至于“祭龙说”，是指端午节来源于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的龙

图腾祭祀演变而来。而“辟邪说”，指端午节正值仲夏，在古人的观

念中，五月是“毒月”，毒蛇、蜈蚣、壁虎、蜘蛛、蟾蜍等“五毒”渐渐复

苏伤人，相当一部分端午民俗与避疫有关。现在看来，这一解释也

是最接近端午节的原初意义，后来逐渐与纪念人物融合在一起。

据文献记载，端午节的最初形成时间是战国时期，历经 2500

多年，如今逐渐发展为龙舟竞渡、吃粽子、挂菖蒲艾叶、饮雄黄酒、

做香囊等习俗。

“端午比年大，一个端午三次过。”在秭归，端午节过得比春节

更隆重——五月初五“头端午”，五月十五“大端午”，五月二十五

“末端午”。“头端午”以祭祀屈原为主，“大端午”举行隆重的龙舟

竞渡，“末端午”则举行放河灯、送瘟船等民俗活动。

楼台亭榭精心扎制，雕梁画栋工艺精致、气势宏伟……在黄

石市，民众每年自发举办一项有着千余年历史的文化活动——以

消灾、祛病和求平安健康为主题的神舟会。持续月余的活动丰富

多彩，祈求神舟带走疾病、带走瘟疫、带走灾难，祈盼一年吉祥、幸

福、安康。

“祭伍子，迎水仙”。在江苏省苏州市，每年都要在江河划龙

舟。龙舟开赛之前，各支队伍都要拜祭伍子胥，并邀请有名望的人

士“点龙眼”。龙舟竞赛结束，还要举办送神仪式，称作“拔龙头”。

2009 年，“中国端午节”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这是我国传统节日首次跻身世界非遗名录，由湖北省秭

归县“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湖北省黄石市“西塞神舟会”、湖南省

汨罗市“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和江苏省苏州市“苏州端午习俗”组

成。这三省四地的端午习俗于 2006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目录。

“世易时移，历久弥新。如今传承千年的中国端午节，逐渐成

了世界的节日。”郑承志说，划龙舟、包粽子等端午习俗漂洋过海，

在东南亚甚至欧美受到热捧，以热爱祖国、家庭，崇尚健康浪漫为

主要内容的端午文化，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同时，也正在

得到世界的认同。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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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诗人陆游在《乙卯重五诗》一诗中写道：“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

端午佳节，人们包粽子、赛龙舟、束艾草、点雄黄，在多彩民俗活动中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图为 6月 9日，人们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关镇端午市场上选购香包。

新华社发（王毅 摄）

（上接第一版）

旦拉：带领群众致富忙

在达瓦卓玛的茶馆里，记者见到

了她的丈夫旦拉，也是达巴村农牧民

施工队负责人。

旦 拉 是 日 喀 则 市 谢 通 门 县 人 ，

2002 年 ，他 跟 着 施 工 队 来 到 了 达 巴

村，凭借着木工技艺，他在这里发展

得顺风顺水。2003 年，他与达瓦卓玛

结了婚，就一直留在了达巴村。

因 为 有 了 工 地 上 工 作 的 经 历 ，

旦 拉 在 达 巴 村 生 活 的 这 二 十 几 年

来，一直坚守“老本行”，他先后从拉

萨购买了拖拉机、大车、装载机等机

械 ，常 年 忙 碌 奔 波 于 札 达 县 各 个 建

设 工 地 上 。 旦 拉 在 勤 劳 致 富 的 同

时 ，也 不 忘 帮 助 乡 邻 ，2016 年 ，他 创

办 了 达 巴 村 农 牧 民 施 工 队 ，通 过 争

取 项 目 ，教 会 更 多 达 巴 村 农 牧 民 群

众 掌 握 基 本 的 施 工 技 能 ，带 领 他 们

增收致富。

“目前，在我的施工队里有达巴

村 群 众 16 人 ，挖 掘 机 2 辆、装 载 机 3

辆、大小车 4 辆，去年承建施工项目 2

个，总收入有 189 万余元，按照村里

的规定，以总收入的 5%交由村集体

分红，共分红 12 万余元。”旦拉告诉

记者。

此外，村里为了发展经济，依托

达巴河砂石资源，于 2019 年成立了达

巴村砂石料场。砂石料场负责人格

桑石确介绍，目前，全村共有 117 户参

与入股，去年总收入达 240 余万元，每

户分红 4000 元，每户脱贫户分红 500

元，发放人工费 16 万余元、机械费 98

万余元、油料费 48万余元。

“现在呀，只要我们能把握住机

会，增收致富的路子就很多，我家有

一辆大车，去年通过给村里的农牧民

施工队、砂石料场和其他施工队开车

跑运输，加上各种政策性补贴，我家

一年总收入有 20 余万元，这日子真是

越过越红火了。”村民次仁久美乐呵

呵地说道。

次仁多布杰：奶牛养殖
产业兴

临 近 傍 晚 ，记 者 来 到 达 巴 村 三

组，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水草丰茂的草

场，远处挺拔多姿的土林在落日的余

晖下蒙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达巴村

三组奶牛养殖基地就坐落在这片土

林之中。

记者到来时，恰逢村民扎西次仁

结束了一天的放牧生活。他一边赶

着牛群，一边卷着牦牛毛线，向着奶

牛养殖基地走去。

“这些牛都是村合作社的牦牛，每

个月我们合作社安排 4 户人家轮流放

牧，这几天轮到我了。”扎西次仁告诉

记者，“在奶牛养殖合作社成立后，自

己家以 1 头母牛和 1 头小牛犊入股加

入合作社，去年分红拿到了 4400元，我

相信以后合作社定会越办越好。”

2018 年，国家为达巴村三组投资

485 万元，用于奶牛养殖建设项目，包

括基地房屋、30 亩草场种植及院内附

属设施等建设。2021 年，札达县政府

投资 96 万元，用于采购 63 头母牛、2

头公牛，达巴村三组奶牛养殖基地开

始正式投入使用。

近年来，达巴村以“产业兴旺”为

目标，立足本地丰富的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畜牧专业合作社，努力让特色

产 业 成 为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重 要 途

径。“2023 年，奶牛养殖合作社共有 22

户群众以牲畜入股方式参与入股，每

户分红 4400 元，每户脱贫户分红 1800

元。”奶牛养殖基地负责人次仁多布

杰说道。

过去，达巴村牧民家的牦牛都是

散养，鲜牛奶、酸奶、奶渣等奶制品除

了村民自食之外，只有极少数出售。

“现在，有了奶牛养殖基地，合作

社的牦牛都是集中养殖，每年 3 月至

12 月是在基地里饲养外，剩余 3 个月

在冬季牧场放牧，现在共有牦牛 120

头，其中母牦牛 94 头，每天能产 32 斤

左右的鲜牛奶，去年通过到邻村和县

城销售产品，总收入达 20 余万元。”次

仁多布杰介绍说。

在奶牛养殖基地里，两三名牧民

妇女正在挤着牛奶，阳光覆盖的笑脸

诉说着增收的喜悦，和天边温暖的夕

阳相映生辉，无比灿烂，牛群不时发

出哞哞的叫声，犹如达巴村特色产业

振兴的铿锵之声。

（紧接第一版） 活动内容丰富多样，除了包粽子

外还有猜谜语、抢凳子、跳锅庄舞等趣味活动。

现场气氛其乐融融，欢声笑语不断，生动展现了

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端午节的习俗都有哪些？”“端午避‘五毒’

是指哪‘五毒’？”……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委宣传

部联合县第一双语幼儿园开展的“我们的节日·
端午节”主题活动现场，主持人向大家介绍端午

节的由来、传统习俗等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让在

场干部群众和小朋友们对这一传统节日有了更

深层次的了解。随后，干部职工代表、家长代

表、志愿者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围坐一起，大家

一边包粽子，一边讲端午节小故事，现场一片欢

声笑语。

端午节到来之际，那曲市巴青县开展了“我

们的节日·端午节”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组

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志愿者前往县周转房

施工现场，为坚守在施工建设一线的 100 余名务

工人员送去节日的问候。

活动中，志愿者们为务工人员送上了爱心

粽子。同时，巴青县应急管理局发挥自身专业

优势，向务工人员普及了安全生产知识，并嘱咐

大家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施工步骤规范施

工，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6 月 7 日，昌都市委老干部局组织 80 余名

离退休干部和全体干部职工开展了以“一卷粽

叶盈艾香·一颗赤心念党恩”为主题的端午节

活动。

活动一开始，大家集中观看了视频《中国节

日之端午》，进一步了解端午节深厚的历史底蕴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随后的包粽子环节，大家

纷纷拿出看家本领，理粽叶、填糯米、扎粽绳，不

时还会相互交流包粽子的技巧，转瞬间一个个

形态美观的粽子便呈现眼前。

人行昌都市分行在职工之家举办了“品味

端午 共庆佳节”主题活动，场面其乐融融、热闹

非凡。活动中，穿插的科普“小节目”，趣味十

足，让干部职工了解了端午节的由来、传统习

俗、饮食、诗词等知识。

昌都市卡若区总工会则联合互惠互利超

市、区民政局开展“浓情端午·爱在敬老”慰问

活 动 。 卡 若 区 总 工 会 、爱 心 企 业 互 惠 互 利 超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一行与老人们边吃粽子边

交流，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与生活状况，倾听

他们的心声与 需 求 。 随 后 ，工 作 人 员 与 老 人

们 一 起 合 唱 歌 曲《再 唱 山 歌 给 党 听》，现 场 氛

围 温 馨 融 洽 ，老 人 们 的 脸 上 洋 溢 着 幸 福 的 笑

容。

山南市琼结县下水乡机关党支部开展了

以“ 我 们 的 节 日 、浓 情 端 午‘ 粽 ’有 不 同 ”为 主

题 的 包 粽 子 献 爱 心 活动。活动现场，粽叶舞

动，糯米飘香，笑语不断、其乐融融。粽子包好

后 ，志 愿 者 们 第 一 时 间 送 到 辖 区 孤 寡 老 人 家

中。收到了粽子的老人们喜笑颜开，纷纷表示

这些饱含“关爱与祝福”的粽子是端午节最贴

心的礼物。

日 喀 则 市 亚 东 县 各 乡 镇 、各 部 门 开 展 了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进一步传承

端 午 节 文 化 习 俗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吉 汝 乡 在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开 展 了“‘ 香 ’约

端午 共话传统”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 。 品 粽 子 的 同 时 ，大 家 了 解 端 午 节 传 统 文

化。大家在轻松愉快的“端午传统知多少”知

识 普 及 问 答 活 动 中 ，节 日 氛 围 浓 浓 。 在 吉 汝

拉 康 寺 ，亚 东 县 委 统 战 部 、民 宗 局 、吉 汝 拉 康

管 委 会 、非 公 经 济 党 支 部 联 合 开 展 了 庆 祝 端

午节相关活动，共品端午粽香，共赏传统文化

之美。

日前，谢通门县委宣传部联合青都乡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端午扬传统 文明展新颜”文

明实践活动。辖区干部、群众、学生等共计 100

余人参加。活动中，蒙眼喂粽子、折龙舟、抢凳

子、端午知识竞答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引得大家

笑声不断。

（记者 袁海霞 裴聪 万靖 周婷婷 旦增嘎瓦

次仁片多 格桑伦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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