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社会
电话：（0431）88600592 2023年6月26日 星期一 编辑 吕冬雪

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在人们眼中，端午是一杯陈酿，藏着久远

的芬芳；端午是一卷乡愁，有着儿时的味道；

端午是一份情怀，描绘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底

色；而在生活日益美好的今天，这些有关端午

节的香气、色彩、情结、民趣，更加活色生香。

镜头一镜头一 难忘的香气

对于武常芹来说，端午节是有着浓郁香

气的。

6月21日，虽说离端午节还有一天，但端

午的气息已经弥漫于早市里。逛了一圈儿，

武常芹买了两把艾草、一捆粽叶、一篮咸鸭

蛋，还有大枣、葡萄干等食材。回家的路上，

看见有卖香包、葫芦、五彩线饰品的，武常芹

又仔细挑选起来。

武常芹家住长春市武汉路附近，今年71

岁。说起儿时的端午节，记忆里浓浓的香气

让武常芹至今难忘。

“农村的端午，是在门前挂起艾草的那一

刻拉开序幕的。端午节一大早，老姨总会带

着我和弟弟上山采艾蒿。在农村有一种说

法：在太阳没露头的时候，用艾蒿泡水洗脸，

不招蚊虫。和老姨采完艾蒿，回家用艾蒿泡

水洗脸，然后把剩下的艾蒿用彩线捆成一捆，

再把母亲做的彩纸葫芦和香包系在一起，挂

在门旁。五月初五正是仲夏之初，鲜花开满

了山野，馥郁甜香，老姨领着我俩采了艾蒿，

还会采好多花，各种颜色，各种香味，回家把

花插在瓶子里，特别好看。这时，一股粽子香

飘进里屋，母亲在外屋忙着煮粽子。粽子有

江米的，也有大黄米的，里面的馅儿更是丰

富，有大枣，有红豆，有蜜饯，母亲还会在煮粽

子时一起煮上几个鸡蛋，剥了皮的鸡蛋白白

嫩嫩，还散发着一股粽子的独特香气，那时觉

得过端午节太开心了。”

一边和记者聊着端午节，武常芹一边娴

熟地包着粽子。“过端午是民间习俗，更是咱

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传统，就像这包粽子一

样，母亲教会了我包粽子，我又教会了女儿包

粽子，如今我外孙子也会包粽子，这就是传

承。”武常芹说，儿时的端午节里，大人们忙着

打扫屋子，挂艾蒿，做好吃的，孩子们戴着五

彩线和香包在外面玩耍，那时人们期待着五

谷丰登，生活富足，这些美好的愿景在今天已

经成为现实，传承下来的端午习俗、端午文

化，在新时代里更加蓬勃丰盈。

镜头二镜头二 缤纷的色彩

公园里的汉服表演、社区里的包粽子活

动、石溪河上的龙舟大赛……端午节来临之

际，我省各地多种多样、五彩缤纷的民俗活动

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卷，惊艳着节日里

的人们。

汉服巡游、汉服走秀、吟诗联句、古典舞、

古筝表演、民俗体验、赏花游园……6月17日，

在满园飘香的长春百花园内，一场古风古韵

的汉服主题游园活动让市民沐浴在端午节的

传统文化之中。百花园管理所工作人员精心

准备了巧手缝香囊、拴五色丝线、画额点雄

黄、习投壶射礼、非遗拓木画等端午民俗活

动，增加了市民们的游园乐趣。

6月19日，在天香公园，首届“粽情端午

爱满天香”迎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正在进行。

大家通过诗、歌、舞、乐等节目形式，沉浸式体

验我国传统礼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活动中设

置的趣投壶、佩香囊、包粽子、写福卡等一系

列情景式体验环节，让市民感受到传统节日

的独特魅力。

同日，在长春公园里，“芍药芬芳 邀你相

约”系列主题活动之“情系端午节 文化共传

承”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参与。活

动现场不仅为市民科普悬挂艾草、佩香囊、赛

龙舟、放风筝、饮用雄黄酒、吃粽子等端午节

传统习俗，包粽子大比拼的环节更洋溢着此

起彼伏的欢笑声，长春公园技术工匠还现场

制作了端午节题材的面塑和糖人赠送给现场

观众。

6月19日上午，由长春市朝阳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主办、刘健军敬老爱心志愿者联

合会承办的“迎粽情端午 育传统美德”端午

为永昌街道辖区内的孤寡独居老人送粽子志

愿服务活动在长春德苑正门广场举办，伴随

着强劲的鼓点，身着盛装的舞龙队快速游走，

一条条锦色长龙在人群的上方翻腾起舞，赢

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很高兴能够看到这样的表演，感觉端午

节的氛围比以前更浓了，这让我想起了小时

候过节追随着舞龙、舞狮队伍欢呼雀跃的场

景。”正在公园遛弯的市民张先生看到舞龙表

演立刻驻足观看，他兴奋地用手机镜头记录

下眼前的欢乐时光。

“端午节历来有以舞龙、划龙舟、佩戴香

包等方式来寄托人们消灾除害、求吉纳福美

好意愿的习惯。今天在活动现场，除了舞龙

外，我们还进行了包粽子等活动，公园明德堂

的直播间也全程跟踪直播我们的活动，我们

希望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让群

众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为市民朋友

送去端午祝福，也让更多的朋友们看见我们，

加入我们。”敬老爱心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刘建

军告诉记者，他们每年都会举办类似的活动

庆祝端午节的到来。“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包

2000个粽子送给辖区的孤寡老人和困难群

体，前期活动筹备时，把包粽子、献爱心的消

息告诉志愿者和居民，大家都踊跃报名，不到

一天时间就集齐了百余人，大家提前准备了

粽叶、泡好了糯米，你看，大家包得多起劲

啊！”

在长春市绿园区正阳街道延寿社区，“巧

手生花·喜迎端午”活动让居民有了别样的端

午体验。在团扇制作活动中，社区邀请专业

老师讲解如何制作永生花团扇，并一步步指

导居民操作。居民纷纷大胆构思、精心设计，

动手制作着属于自己的端午团扇。一个多小

时过去了，一把把精致的永生花团扇诞生了，

大家纷纷展示着自己的作品并合影留念。

端午前夕，在白山市靖宇镇富贵园小区

举办的第一届“睦邻节”上，“重头戏”包粽子

比赛竞争激烈，8位代表一上场就铆足了劲

儿，只见他们十指翻飞，不一会儿就包了一大

盆。在“百家宴”品鉴区，居民大厨亲手烹饪

的各色佳肴色香味俱全，引得不少小朋友垂

涎欲滴。在现场，还有剪纸、乒乓球赛、精彩

歌舞等环节让居民乐在其中……居民王大娘

说：“这个端午节，有吃有玩有乐有看，真热

闹！”

6月21日上午，在双阳区石溪河，一场精

彩激烈的龙舟大赛正在上演。随着发令枪倏

地响起，一排排整齐的龙舟犹如利箭脱弦，一

时间浪花飞驰，龙舟上的鼓手击鼓铿锵有力，

震天鼓声响彻平日静谧的石溪河，队员们同

频划桨、奋楫争先，岸上观众掌声、呐喊声不

绝于耳。这场精彩的节日赛事，是双阳区举

办的首届学子杯“清凉夏日·粽情竞渡”活动，

在营造节日氛围的同时，吸引了众多游客来

双阳、享清凉、度端午，推进双阳“体育+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

镜头三镜头三 非遗里的传承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端午节

内涵厚重。在节日里，我省非遗传承人用他

们精湛的技艺致敬中国传统文化。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绳编第四代

传承人徐晓雪用一双魔术般的巧手，将一根

根普通的线绳编织出了大千世界。走进徐晓

雪的工作室，满墙各式材质、各种颜色的线

绳，是她的工作中，更是她的毕生至爱。每年

一到端午节前夕，徐晓雪更加忙碌起来，找她

编五彩绳、端午粽子挂饰的人络绎不绝。

作为非遗传承人，徐晓雪贵在年轻，有想

法，有活力，而且曾学习平面设计的经历给了

她在绳编道路上更多启迪。今年徐晓雪在配

色和编法上又加以创新，“从8股绳到10股，

编得更细致了。改用幻彩线材后，也可以更

加精致闪亮。”

这些年，徐晓雪做的最多的事除了编绳，

就是教学。把宝贵的非遗技艺用自己的讲解

传递给更多人，才是她心底的责任担当。端

午前夕，徐晓雪马不停蹄，在长春莲花岛影视

休闲文化园举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

系列活动中，她的作品吸引市民驻足欣赏，大

家纷纷带走既能装饰又有端午美好寓意的五

彩绳；在长春市紫盈社区，徐晓雪作为长春市

妇联聘请的导师，以端午五彩绳的编织为启

蒙，为40位女性朋友传授了就业技能；在长春

市汽开区第一小学的非遗进校园活动中，徐

晓雪教孩子们编了五彩绳、小粽子，让大家第

一次戴上了自己的作品过节。

在长春市宽城区举办的“国潮端午”文化

主题活动中，央视新闻的镜头让更多人见证

了徐晓雪的技艺。一位学员感慨地说，“跟晓

雪老师学习了绳编后才更深刻地理解，机器

编织的五彩绳、小粽子，和纯手工编织的精细

程度是不可比的。晓雪老师作为成手还要编

一个多小时，我们新学的要编大半天，但这门

手艺真的值得学！”

省级非遗项目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传承

人徐毳最近也在忙着制作端午作品——一幅

25×30厘米的鱼皮画，展示赛龙舟的热闹场

面。这幅作品将用于在青少年研学过程中的

教学讲解、展示，“主要给孩子讲端午赛龙舟

的传统文化，设计理念和寓意是想告诉孩子

们团队意识的重要性，共同奋斗才能夺得团

体荣誉。”为了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更易于

被孩子们上课时接受，徐毳在传统鱼皮画的

基础上，将赛龙舟作品制作成彩色的，视觉上

更加美观，又保留了鱼皮画的传统精髓。目

前，查干湖鱼皮画制作技艺不仅在松原有固

定的研学场所，长春等地的中小学生也可以

感受和学习非遗技艺了。

省级非遗项目贾氏编织的传承人贾春红

用五彩斑斓的线绳，钩织出了可爱的小粽子

卡通形象，镶嵌上了“萌萌哒”大眼睛和小帽

子，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赋予了现代气

息。省级非遗项目张氏布贴画的传承人张玉

新制作了两幅端午节题材的布贴画，作品中

的“葫芦、祥云、艾草”在传统文化中有平安、

福禄吉祥的寓意。

端午节里，我省一大批非遗传承人纷纷

通过自己的技艺传承经典，并与时俱进地结

合现代元素，让非遗在节日里更深入地走进

人们的心里，走进千家万户，装点了节日，也

装点了人们的生活。

文化润泽端午节
本报记者 吴茗 韩玉红 于悦 马贺

端午，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而绵长。在端午当天，人们包粽子、挂菖蒲、

戴香囊、沐艾浴、赛龙舟……端午节虽没有春节那般宏大的场景，却也将丰满而厚重的

文化传统，融入到节日的热闹和忙碌中。

公园里的端午活动丰富多彩，让这个传统节日更加活色生香。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

在端午活动中，李沐阳小朋友做了两个龙舟
模型，送给社区孤寡老人。 本报记者 马贺 摄

亲手制作团扇、香囊，让这个端午节更有
意义。 小虹 摄

端午节内涵厚重，文化传承绵延千年。 本报记者 马贺 摄 市民在长春市天香公园的端午活动中体验传统投壶游戏。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摄

长春市德苑公园里，举行包粽子活动，慰问
辖区老人。 本报记者 马贺 摄

省级非遗绳编传承人徐晓雪编织的五彩绳和小粽子每
年都在与时俱进，更新编法和线绳材质。 （徐晓雪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