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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竞赛遍地开花龙舟竞赛遍地开花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深
入挖掘优秀家风家训，涵养乡风文明，端午节前
夕，绩溪县组织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家训诵
读”主题宣传活动，上千名姓氏族人、干部群众、
青年学生自发到祠堂、厅堂、学堂、广场参与家
训诵读，小小的山城到处洋溢着别样的端午情。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主题是“诵家训传家风扬
正气促文明”，诵读的是“章氏、汪氏、程氏、胡氏、邵
氏”等五个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家训。在
章氏祠堂，绩溪县章氏文化研究会的会员和社会
人士集体诵读被誉为章氏族人传家宝的“章氏家
训”，细细品味和感悟章氏文化丰富的思想精髓。

在旌德县，第四届蔡家桥镇“粽叶飘香 扶贫
济困”志愿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当地近80名
党员干部、志愿者们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为了
让贫困户在端午当天能吃到美味可口的粽子，志
愿者们提前1天就完成了腌肉、洗粽叶、剪绑绳等
准备工作。

6月5日早上7点半，政府大院内已经是一片
欢声笑语，来自各村的几十名志愿者带着围裙和
箩筐，准备开始投入“4000个粽子的大战斗”。一
张张粽叶在大家灵巧的手中变成了一个个爱意浓
浓的粽子，经过整整4个小时的忙碌共完成了
4100余个粽子。

当这些粽子送到贫困户手中时，他们乐呵呵
地笑个不停，现年78岁的贫困老人朱良顺拉着镇
干部的手，激动地说：“今天镇村干部亲自来送粽
子，特别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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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地欢度端午佳节掠影

■施春咏 邱霞 胡宁秀 陈莉
戴盼 章晓红 本报记者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
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
一望麦儿黄。”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
端午佳节。端午小长假期间，全
市各地群众在包粽子、插艾草的
同时，纷纷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
庆祝这个传统佳节。

端午节里的“年代感”
◇本报记者 徐晨

端午节是传统佳节，每逢端午，家家户户门口挂
艾叶，孩子们胸佩五色荷包，还有那满城的粽香……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代人和一代人的过节方式不同，
端午节期间，记者分别采访了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
人，了解三代人对于端午节习俗的印象和感受。

老年人：传统习俗不能少

“每年端午节前，我都会买好粽叶和糯米，给孩子
们包各种口味的粽子，到了那天，我和老伴会起早到
家门口折一些艾草，插在大门旁，然后等着看龙舟，这
些习俗一样都不能少。”6月6日上午，当记者来到位
于宣州区养贤乡新河社区的谢子兰家时，70岁的谢
子兰正在家里包粽子，锅里煮着的粽子正散发着阵阵
香味。

谢子兰告诉记者，她小时候家里穷，不像现在的
孩子有很多零食，所以每年就盼着过节，尤其是端午
节，家里都会包粽子，“我们那一辈人都爱吃粽子，自
从有了孩子后，自己也学会了包粽子，每到端午，我就
给孩子们包粽子吃。”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谢子兰的四个孩子也已成家
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但给孩子们包粽子这个习俗
一直没有变过。

家住谢子兰隔壁的吴巧英，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准
备包粽子的材料。“我每年都包得多，老家有划龙舟比
赛，孩子们都要回来，一边吃粽子一边看龙舟，我觉得
这才有过节的味道。”吴巧英说。

中年人：家人团聚的好日子

对于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来说，端午节是与家人团
聚的日子。

郑星奇常年在西安上班，平时工作很忙，每年
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有时间回宣城的老家看望
父母。快到端午时，他们就开始规划着为父母准备
礼物。

“我们先提前买上几盒礼盒装的粽子，一些营养
品，还有西安的一些特色小吃，其实在我们的心中，过
节就是回家团聚。”郑星奇说，自己做了父亲后，才真
正体会到与家人团聚的重要性，所以只要有假期，他
们都会抽出时间回家陪父母。

“我老家在杭州，每年端午节时，我都回家与父母
团聚，等以后宣城到杭州的高铁通车了，回家就更快
了。”周英红告诉记者，她自从嫁到宣城后就和丈夫一
起生活在宣城，过端午节，让她最高兴的就是与家人
团聚。

年轻人：出游好时机

“端午节放三天假，我和几个朋友约着一起带孩
子去厦门游玩。”王芳是“80后”，也是土生土长的宣
城人。提起端午节，她已经没有父母一辈那么浓的过
节情结了。

“以前不放假，对于端午的感觉就是有粽子吃
了。现在成了法定节假日之后，就感觉跟五一小长假
没什么两样，可以找个地方去玩玩。”王芳说，自己平
时的工作要值夜班，工作压力很大，陪伴孩子的时间
也相对较少，“一来我们可以放松散心，二来还能让孩
子在游玩的过程中，体会端午节的一些风俗民情。”

“90后”徐安瑶和几个好朋友是摄影爱好者，端
午节徐安瑶新买了一架无人机，端午节就和朋友一起
去泾县桃花潭看龙舟比赛，“出去转转，顺便试试新买
的无人机，练习一下拍照技术。”

记者采访了解到，现在的“80后”“90后”端午假
期大多是结伴游玩，或者带着孩子来一场亲子游，大
家对端午的习俗都不是太了解，对端午的记忆也就是
小时候父母要给自己挂一个香囊，然后就是有吃不完
的粽子。

端午节前夕，2019年安徽省龙舟公开赛系列赛
之宁国市“青龙湾杯”第五届端午龙舟邀请赛，在秀
美的西津河畔拉开帷幕。来自安徽师范大学、合肥
工业大学等20支队伍共500多名健儿参加角逐。

据了解，自2015年以来，宁国已成功承办了5届安
徽省龙舟公开赛地方赛，群众参与面、社会关注度、赛
事影响力逐年提升，“青龙湾杯”龙舟赛已成为家喻户
晓的节庆活动和增光添彩的城市名片。

6月 6日上午，2019第六届桃花潭龙舟赛在泾
县桃花潭烟波之上鸣锣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万余名游客共同观赏。尽管当天下起了暴雨，
但丝毫没有影响参赛者的热情。风雨中，参赛队
员们个个都低着头弓着背，奋力划桨，推动龙舟劈
波斩浪。

端午节当天，在宣州区文昌镇，一场别具一格的龙
舟赛顶着烈日如期上演。水面上，一艘艘龙舟犹如穿
云破雾的蛟龙，和着鼓乐声的节拍，齐齐挥桡深划，溅
起的水花如烟似雾，队员们用力挥桨划水。岸上不少
市民和游客围观助威，口号声、哨子声、欢呼声不绝于
耳，汇成一幅龙舟竞渡欢快的交响曲。

浓情端午爱心满满浓情端午爱心满满

浓情端午粽飘香。6月6日上午，郎溪县特教学校
的孩子们迎来了别样的端午节。该县红十字会中医院
志愿服务队、营养学会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一行数
十人，在特教学校食堂开展了一场包粽子活动。

活动现场，包粽子的能手们手中粽叶翻飞，包裹出
一个个各式各样的粽子，志愿者们与孩子们交谈，询问
孩子们的饮食情况，还教孩子们认识粽叶，讲述端午节
与屈原的故事，寓教于乐。陪伴是一种幸福，孩子们感
受到浓浓的传统端午佳节的氛围。

端午节期间，宣州区向阳街道杨村村的“宣城好
人”——钟远海家里也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身
穿红马甲，手拎慰问品，到钟远海家进行爱心慰问。

钟远海26年不离不弃，悉心照顾瘫痪妻子，抚育两

个孩子，被评为“孝老爱亲”好人。因照顾患病妻子，钟
远海家庭条件一直十分艰苦。“我们是杨村阳光爱心协
会的会员，端午节快到了，来看看你们。”向阳街道杨村
阳光爱心协会会长钟警边把慰问品递给钟远海的妻子
边说。

6月6日，泾县“关爱老兵你我同行”微信群志愿者
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绿豆糕、水果和慰问金，相约前往泾
县泾川镇茂林镇、昌桥乡、云岭镇看望四位抗战老兵，
这是自该群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一项活动：每逢传统
节日和老兵的生日去慰问老兵。

通过这次端午节走访慰问，志愿者们看见老兵们个
个精神抖擞，身体健朗，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们十分开
心，一直和我们说个不停，这让大家非常欣慰。

特色活动温暖人心特色活动温暖人心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锣鼓……”6月6日上
午，2019第六届桃花潭龙舟赛在泾县桃花潭烟波之上鸣
锣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万余名游客共同观赏。

当日清晨的桃花潭，刚刚被前夜的一场大雨“洗
礼”。放眼眺望，远山青黛，烟波浩渺，一条条龙舟横卧
在山水之间，仿佛是一幅意境悠远的山水画作，让人流
连忘返。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桃花潭镇域的23支代表队、
880余名选手参加。上午9点整，龙舟赛正式开赛。鼓
声阵阵、号子震天、龙狮翻腾……伴着踏歌古岸万余名
观众的呐喊声与助威声，桃花潭霎时间成了一片欢乐
的海洋。

“我前天就赶过来了！”比赛现场一角，54岁的俞旻坤
认真地观看着龙舟竞渡，手指停在相机的快门上没有放
松。他告诉记者，为了能够拍出精彩的摄影作品，自己
特地和一些朋友提前从芜湖赶过来“踩点”。“我们私下
里还在微信群里进行小评比，大家参与的热情都非常
高涨。”

天公不作美。比赛刚进行没多久，一场大雨从天
突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参赛者的热情。一条条龙舟
飞驰而过，只见参赛队员们个个都低着头弓着背，奋力
划桨，推动龙舟劈波斩浪，一向温婉的潭水荡起了速度

与激情。
雨声淅沥，鼓点激昂。第一轮比赛过后，不少参赛

队员的衣服已经被雨水淋透。“雨再大，都不影响大家
要夺冠的信心。”来自桃花潭镇的新份黄龙龙舟队队员
翟进告诉记者，为了参加这次龙舟赛，自己特地早早从
深圳赶了回来进行训练。“赛龙舟体现了一种同舟共
济、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也体现了我们新时代年轻人
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实际行动。”

在23支参赛队伍中，有一支队伍格外引人瞩目，这
就是由桃花潭镇八旬老人翟大满一手打造的社区乌龙
队。队员们使用的龙舟是由老人亲手打造的，老人的
儿子、孙子都是参赛队员。比赛当天，翟大满早早地就
带着儿子、孙子和其他队员来到桃花潭比赛场地，一再
叮嘱他们划龙舟时的注意事项和技术要领。

因为年事已高，老人已经不能再亲自划桨参赛，但言
谈举止间还是透着一股老骥伏枥的豪情。“划龙舟是我们
这里的文化传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的上辈传到
我孙子这里，已经传了四代了，现在第四代还小，等他长
大了，还要继续传承下去了，要一直往下传承。”翟老说。

翟大满是土生土长的桃花潭镇人，作为专业渔民
的他，对船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熟悉船的特性，当年
20岁的他被选作船手参加村里的龙舟赛。翟大满回

忆，渔民们一年就靠一次龙舟赛将大家聚集在一起,比
赛期间，男女老少都不打渔了，就是忙活比赛，赢了的
队伍发点大米、肉便是最了不得的事情。

据介绍，桃花潭赛龙舟活动可追溯至明朝，相传当
年汉王陈友谅与朱元璋在江西鄱阳湖战败后，陈部太
尉张定边携遗侄张佑保避难到泾县桃花潭畔，将遗侄
过继给当地翟姓改名翟敬六，招兵买马后以赛龙舟的
形式掩人耳目以达到训练水兵的目的。因此，桃花潭
的龙舟赛除了具有独特的龙形外观外，还有着气势雄
壮的龙舟号子，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感染力。

泾县桃花潭龙舟赛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今年是
第六届，这项赛事已经成为泾县的一项品牌赛事。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和往年龙舟赛不同的是，今年，泾县
以“品千年诗韵文化 游中国宣纸之乡”为主题，以传
统的龙舟赛为依托，举办了桃花潭龙舟赛民俗文化旅
游周活动，将传统龙舟、宣纸、诗歌文化等元素结合在
一起，集中展示了泾县民俗文化特色。

赛事的成功举办，向全国展示了桃花潭优美的山
水生态和浓厚的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泾县“文化+旅
游+体育”的融合发展思路，扩大了泾县的知名度、美誉
度和对外影响力，为泾县全力打造全域旅游注入了新
活力、新动能。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鲍锋 张萍/文
特约记者 宋志成/摄

龙舟竞渡龙舟竞渡 群英争冠群英争冠
———直击—直击20192019第六届桃花潭龙舟赛第六届桃花潭龙舟赛

6月6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
动暨柏垫第二届农耕文化旅游节在中国传统村落
广德县月克冲举办。本次农耕文化旅游节以“山水
柏垫，锦绣前程”为主题，以农耕文化传承为基础，
现场活动丰富多彩，有文艺节目表演、乡村定向赛、
集体婚礼、民俗文化集市、端午知农耕等。

特约记者 郑世媛 本报记者 戴巍 摄

传承农耕文化
留住乡愁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