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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粽子

扫一扫 看更多

芋头粽是衢州人记忆中“妈妈的味道”。每年端午前，勤劳的衢州妈妈们把大块的“芋头
娘”切条或切丁后，用家中自制的辣椒酱拌匀腌制，再挑上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混着糯米
一起包进箬叶中，裹出四角玲珑的芋头粽后，放入柴火灶上熬煮，清香扑鼻。

（本报记者 叶晓倩 祝旖波 通讯员 罗晓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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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端午节，安吉县章村镇郎村村的畲族村民都会包黄金粽。黄金粽的制作可不简单：首
先要把黄荆柴晒干烧成灰，然后加水烧煮，反复过滤后，再以黄荆灰汤浸泡糯米，待糯米由白色
变为淡黄色后就可以包粽子了。据了解，黄金粽还有清热、解暑、祛湿的功效。

（本报记者 叶诗蕾 共享联盟·安吉 余文 李志伟 蒲璇）

安吉黄金粽安吉黄金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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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不仅是传统的代名词，它同样可以年轻态。这个
假期，浙江掀起一股传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热潮，有不少年轻
身影活跃其中。

“小朋友们，大家仔细数一数，一共有多少只龙舟？”6
月10日下午，孙海静正在瑞安的汉风草堂文化驿站，给来
自温州各地的小学生讲解“纸上的龙舟艺术”。

出生于1991年的孙海静，是瑞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传承人。他手里的作品名为《龙舟盛况》，呈八圈盘花形
状，每一圈都描绘了龙舟活动的不同场景——无论是水中
的激烈比赛，还是岸边的人声鼎沸，栩栩如生的画面，引得
孩子们一阵接着一阵惊叹。

孙海静把剪刀和纸交给孩子们，手把手指导，让他们
“零距离”体验非遗。通过镂空、剪刻，一幅幅漂亮的龙舟剪
纸作品在稚嫩的手中诞生。瑞安安阳小学学生朱夏熠参加
体验后兴奋地说：“没想到我也能剪得这么漂亮，上学后一
定带去给同学们瞧瞧！”

“剪纸的过程虽然比较枯燥，但每件作品都蕴含着对生
活美好的向往，看到小朋友们喜欢看、喜欢参与，我的信心
就来了。”孙海静说，自2009年从事剪纸艺术创作以来，他
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指导学生参与创作。他亲身感受到，孩
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我打算做一些文创产
品，把图案放在抱枕、杯子、海报上，让龙舟剪纸在更多地方
出现和传播。”孙海静说。

除了寓教于乐，不少年轻人在端午找到了展示自我的
舞台。

山水环绕的杭州桐庐，一场文创市集在深澳古村举
行。市集上，一个挂满葫芦的摊位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头顶的光线，从葫芦镂空的花纹中投射下来；木桌上摆满了
精致小巧的葫芦挂件，仔细看，有山水、花鸟，也有小黄人等
动漫人物……

这就是葫芦烙画手艺人吴芸婷的端午生活。这门手艺需要用烙铁在葫芦上勾
划烘烫烙，一不小心就会被烫伤。吴芸婷的练习需要安静的环境，而深澳古村既有
平时的闲适，又有节日的热闹，给了她张弛有度的创作空间。“第一次走进这里，就
有了深深的归属感，真的很适合我。”出生于1992年的吴芸婷说。

只见吴芸婷一手握住葫芦，一手手持电烙笔，手腕轻微移动，伴着细缕青烟升
起，“欢喜”二字便出现在葫芦上。“寓意特别好。”江西游客王女士通过网络游记慕
名而来，挑选了两个葫芦挂件，而葫芦上的“限量版”祝福，让她尤其满意。

前期，桐庐对深澳村古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利用，同步聚焦古村落人才引进和
文创项目开发，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匠人入驻。截至目前，已有80余家业态入驻深
澳古村，近一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250余万元。

还有年轻人通过直播等形式，将传统文化“跨维度”传播。接近午餐时间，在嘉
兴市秀洲区洪合镇，20岁的杨敏敏架起手机，开始直播。卷粽叶、装糯米、缠粽线……
动作一气呵成，一个个诱人的粽子在她的巧手下诞生。

端午前后，包粽子是嘉兴人的重头戏。这项传统手艺，大多数人是跟着母亲学
的，杨敏敏也不例外。不过相比大部分人，她的天赋更高——在不久前举行的嘉兴
市一级包粽子比赛中，杨敏敏包的粽子不仅外形美观，速度也相当快，最终获得三
等奖。

作为一名直播带货工作者，杨敏敏有了将包粽子通过网络直播的想法。“包粽
子最难的是在扣叶子和捆扎的技巧上，一旦掌握，就像一家人紧紧相依，寓意着团
结与幸福。”通过直播，杨敏敏分享着裹粽心得，话语间满满都是对这项传统技艺的
深深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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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 走进大山吃茶去

本报永嘉 6 月 10 日电 （记者
谢甜泉 共享联盟·永嘉 胡安育 赵凯帆
陈胜豪）在古朴雅致的茶馆里，点一杯
中式茶饮，搭配宋韵酥点，“人间有味是
清欢”似是有了具象化的体现。这个端
午假期，温州市永嘉县大若岩镇十二峰
脚下，倚靠青山的新中式茶馆成了年轻
人热捧的目的地。

10日，记者来到当地茶馆：宋式的
屋檐，宽大的阳伞，配以新中式格调的
空间、精致茶饮和宋韵酥点，与室外的
山景相呼应。

90后游客陈少是被社交平台上刷
到的风景吸引而来，他忍不住拍了很多
照片，感叹道：“虽然平常并不怎么买茶
叶，但喜欢喝茶饮，特别是果汁与茶组
合的新式特调茶很吸引我。”

近年来，不少像陈少这样的年轻人
开始走出咖啡馆，吃茶去。

景区里的一家“山寻”茶馆，推出当
地特色的乌牛早手冲茶、冰茶等。茶馆

负责人林乐琼还为端午假期特别上新
了端午茶、粽子样式的宋韵酥点，增加
节日氛围。

新式茶馆魅力何在？记者注意
到，消费空间的打造是重点。茶馆以
宋朝茶坊为灵感，墙体以连绵的山脉
铺陈，小竹筒挂件点缀，桌椅、器具、菜
单等方面设计都很考究，古风气质特
别出片。“打卡体验是一方面，假期也
想找一个休闲场所和朋友坐一坐聊一
聊，茶馆环境好，茶饮也相对健康。”陈
少说。

诸暨 甜蜜产业富百姓

本报讯（记者 干婧 共享联盟·诸暨
蒋力奔 通讯员 吴文君）端午假期，诸
暨市安华镇丰江周村的“甜蜜丰江”共
富工坊内，一场端午文化亲子游火热
上演。

村里的几位阿姨一边熟练地绕着
稻草给粽子打结，一边向远道而来的游
客演示如何包粽子；另一边，共富工坊
直播间内，丰江周村党委书记周阁法拿

着一盘新鲜出炉的“红糖流心粽”，面对
直播镜头开始介绍：“这款粽子馅料是
我们共富工坊生产的古法红糖，咬上一
口，满满的幸福涌上舌尖。”

为搭乘端午消费的热潮，促进古法
红糖特色富民产业的发展，今年“甜蜜
丰江”共富工坊创新研制出“红糖流心
粽”。“经过前期市场尝试和直播带货，
我们接到了不少订单，一天就要赶制近
600个。”周阁法说。

丰江周村自古就有种植甘蔗的传
统。近年来，该村通过土地集中流转，
专注“甜蜜产业”，并成立了“甜蜜丰江”
共富工坊，生产制作古法红糖、安华曲
酒等产品，带动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助
力乡村振兴。

普陀 三村同台赛龙舟

本报普陀 6 月 10 日电 （记者
黄宁璐 共享联盟·六横 邱露莹 盛锡浩）
10日清晨，天空淅淅沥沥下着雨，舟山
市普陀区六横镇五星村五星水库畔却
锣鼓喧天格外热闹，由六横镇嵩山村、

五星村、和润村文化礼堂联合举办的
“龙舟踏浪行 联盟一家亲”龙舟友谊赛
在此举行。来自三个村的三支龙舟队
同台竞技，共度端午佳节。

比赛紧张激烈、分秒必争，岸上的
观众也是热情高涨，擂鼓声、呐喊声不
断。“冒雨带孩子来看龙舟竞渡，感受到
了浓郁的传统龙舟文化氛围和队员们
拼搏奋斗的竞技精神，不虚此行。”现场
观赛的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

“虽然下雨，但大家赛龙舟的热情
丝毫未减。”五星村村民、龙舟队队员邹
松海结束比赛后格外兴奋，今年51岁
的他划龙舟已有10多年。

据悉，五星村龙舟文化底蕴深厚，
赛龙舟已经成为当地一项增强居民体
质、联络邻里感情的重要活动。“往年
我们仅面向五星村村民举办龙舟赛，
今年邀请文化礼堂区
域伙伴一起参加，希
望将这项传统赛事拓
展到更大范围。”五星
村 党支部书记虞优
芬说。

新茶新粽新赛事 假日欢乐格外多
吴芸婷正在葫芦上进行创作。 拍友 吴斌 摄

本报讯（记者 许峰 通讯员 梁潇之
李羿男）近日，一场“种瓜能手”大比拼
在位于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的现代化
农事服务中心举行。通过比赛，“新农
人”现场交流切磋种瓜技术，提升了金
清黄琅西瓜的知名度。

当前，金清镇加强“三支队伍”建
设，积极实施现代“新农人”培育行动，
以共富“禾”伙人计划为抓手，建立联
建、引育、帮扶、保障、激励等机制，带动
更多人才、项目、资金、理念等要素向乡
村流动，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如何
吸引更多年轻人逐梦乡野？金清镇坚
持党建引领，给年轻人搭建施展抱负的
平台，让项目“落地开花”。

该镇构建“项目+”“技术+”“运
营+”等乡村引才体系，发布共富“禾”
伙人招募帖招收人才，探索强村公司、
股份合作等经营模式，成立村集体、农

户、共富“禾”伙人三方党建联建机制，
形成村集体与农户联治联育、村集体与
共富“禾”伙人联产联业、共富“禾”伙人
与农户联股联心的工作格局。

目前，已形成“海滨渔耕”“锦绣富民”
“小城市培育”3个党建联建片区，落地现
代农业项目6个，带动投资4.75亿元以上。

走进金清镇联盟村一处瓜棚，“瓜
三代”梁君正忙着挑选、采摘西瓜。经
数月打造，该农场50亩西瓜迎来丰收，
预计总产量100吨，较去年增收25%。

近年来，黄琅西瓜作为路桥区特优
新农产品，已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主导
产业。为了让机械化种植惠及更多人，
梁君牵头成立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引进
无人机、收割机、插秧机等数字化农机
设备，帮助农户减少人力成本。

通过政策扶持、平台搭建、氛围营
造，一批批“新农人”扎根金清，不断探
索和创新，让乡村持续焕发勃勃生机。

路桥金清镇实施共富“禾”伙人计划

让更多新农人逐梦乡野

6月10日，在省非遗馆，不少参观
者争相体验“越竹斋”竹纸制造技艺。
捣浆、捞晾、烘干、拓印……大家探索着
古法造纸的奥秘。

6月7日至14日，2024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浙江省主场城市（杭州）系
列活动开启了为期一周的非遗盛宴，包
括展陈、展演、讲座、市集等。形式多样
的非遗项目和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年轻
群体参与。

近年来，随着“文博热”兴起，越来
越多的年轻群体、青少年群体关注非
遗，亲近非遗。年轻群体为非遗保护传
承带来了更多新鲜血液。

非遗表达更青春

走进省非遗馆负一楼的“生生不息
大运河——浙江省级大运河文化传承
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果展”，漫步展厅长
廊，水蓝色调和水纹效果投影，让人仿
佛置身大运河畔。扎染、镂雕彩绘扇、
剪纸等非遗项目，书签等文创产品，以
及套印盖章体验，引来众多年轻人争相
打卡。

“展览和活动都很丰富，很多展品
和体验活动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
味。”在展厅，两位女生告诉记者。

年轻化的表达是本次“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一个重要
方向。茶食、姜糖、粽子……在省非遗馆

“江南食单寻知味——非遗美食体验端
午季”非遗集市，古老的美味配以新潮的
包装元素，引来一众年轻人围观、品尝。

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丰富着
非遗的形象和意涵。乖巧“站岗”的小
狗、仿佛受了天大委屈的陶俑……在网
络“二创”盛行的今天，严肃高冷的文物
在社交媒体上变了“画风”，它们或呆萌
可爱、或搞笑戏谑、或时空穿越……这
些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古老”物件，而是
更富情感诉求的载体。

我省现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4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6项。
丰富多样的非遗项目，为年轻群体带来
了更加多元的体验和选择。

随着“国潮”的兴起，传统非遗项目
走向更多年轻人，其年轻态的表达，也
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据统计，省
非遗馆接待的参观体验者中，0至16岁
的人群最多，占比近三成。

年轻人走近非遗

“出了城，过了关，但只见山上的樵
夫把柴担……”

在省非遗馆，每天14时30分至15
时30分，2024传统戏剧展演杭州专场
准时与大家见面。台上婺剧、滑稽小
戏、杭剧现代小戏次第上演，台下座无
虚席，其中有不少年轻面孔。

来自武汉的90后小谭便是其中之
一。最近休假，小谭来杭州游玩。“今天
来非遗馆看展，正好遇到越剧展演。”小
谭告诉记者，传统戏曲的沉浸式表演是
最吸引她的元素，“这两年越来越感觉
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有很多优秀成分，
也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据了解，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活动期间，省非遗馆每天都会安排
一场传统戏剧展演，重点推出传统曲牌

词牌复排精品节目，旨在让戏剧回归当
代生活，让更多年轻人喜爱传统戏剧。

在上虞，“青春之城·文艺赋美”越
剧团队向游客进行专场演出；在嵊泗，
非遗进校园主题周举行；在金华，第五
届“婺风遗韵·少年非遗说”大赛组织全
市200名选手，现场讲述民间文学、举
办传统戏剧类非遗故事讲述比赛……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283项非遗
宣传展示活动中，不少都是为青少年群
体量身定制。

“很多青少年在非遗馆体验一些非
遗项目后，认识发生了改变，感受到了
非遗不仅是古老的还兼具艺术性和实
用性，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省非遗保
护中心工作人员姜丽华说。

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从认识到关注，从关注到参与，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加入到非遗的传
承保护利用中。

作为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
江省主场城市（杭州）系列活动之一，

“江南食单寻知味——非遗美食体验端

午季”非遗集市上，萧山萝卜干、上泗土
烧、五芳斋粽子等传统美食及制作技艺
展陈，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赏、品尝。

王泰和萝卜干品牌主理人傅凯莉
热情地招呼往来观众品尝酱菜。傅凯
莉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加入家族
企业后，她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加强非遗
小吃品牌建设。从2022年开始，傅凯
莉和团队成员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讲
好非遗发展历程，设计更加符合年轻消
费者审美的包装……一套操作下来，小
小一瓶酱菜，深得年轻人青睐。

更多的年轻群体正加入守护“老手
艺”的队伍。如今，每当夜幕降临，走在
衢州古城水亭门历史街区，就会听到
《牡丹亭》《对花枪》等传统戏曲以及琵
琶、二胡等传统乐器演奏，参加演出的
演员均来自衢州西安高腔传习所。西
安高腔传习所传承保护部主任陈圣丽
告诉记者，传习所目前有演职人员65
人，超过一半为90后、00后。

据了解，我省目前有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196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1441人，其中有不少80后、90后
甚至00后。

我省多彩非遗活动“吸粉”青少年

非遗原来这么潮
本报记者 陈黎明

浙报观察

图为年轻人在省非遗馆学包粽子。 本报记者 吕之遥 摄

（上接第一版）
品牌共塑的关键是创新供给。“五

一”、端午假期，宁波主打的“宁波，来了
就欢喜”文旅品牌，为市民游客奉上了欢
喜文化大餐，也为两地文旅协同发展注
入了更多彩的文化活力。宁波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局长应建勇表示，唱好杭甬“双
城记”的关键是打好协同发展、错位发展
和引领发展三张牌，两个城市既要扬己
之长，又要协同发展，宁波要致力于打响
海洋文明品牌。两地不同文化交相辉
映，文旅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携手走出去，共拓国际国内市场。
不久前，2024镇海旅游春夏杭州推广
季在杭州新农都“百县千碗”宁波菜推
广中心启动。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交流推广处处长陈延群告诉记者，该中
心于去年设立，旨在以美食为“媒”，赋
能文旅市场。

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两地积极鼓
励和发动区（县、市）组织文旅企业开展
联动活动，赴国内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
联合推介，携手拓展境内外旅游市场，
互推两地城市形象、旅游景点、旅游活
动等。

两地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杭甬将在人才培养、管理经验、项
目开发、市场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交
流合作。此外，两地还将依托世界旅游
联盟总部、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
保加利亚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等平台，
携手深入拓展国际文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