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6日，为
期5天的第三届中国·长乐三溪乡村
摄影文化节在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
拉开帷幕。来自全国 15个省份的
数十个摄影大展的近千幅作品齐聚
三溪，角逐各项大奖。

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
赛航。三溪村是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夜赛龙舟是当地独有的端午习俗，具
有600余年历史。中国摄影家协会
副主席、福建省文联副主席潘朝阳介
绍，中国·长乐三溪乡村摄影文化节
自2022年首办以来，围绕乡村振兴
主题，吸引来自全国 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近百个摄影大展的
5000余幅作品，产生近百个奖项。

在采风过程中，首次来到三溪
村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邵世海对
长乐这座千年古邑有了更加深入的
了解。他为三溪村带来了摄影作品
《俄亚大村》，用镜头聚焦土地，展现
多样风俗。“希望明年还能继续参

与，与大家一同用独特的镜头语言
展示长乐的风土人情，吸引更多人
关注乡村、走进乡村、投资乡村，为
乡村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邵世海说。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黄毅是三
溪乡村摄影文化节的“三届元老”，让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与众多摄影爱好
者一同拍摄夜赛龙舟的奇妙体验。

“摄影文化节举办期间，恰逢三溪夜
赛龙舟，活动时间完美契合，是广大
摄影人创作采风的好时机。”黄毅说。

长乐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
过本次摄影文化节，聚焦乡村振兴新
典型、新经验，从乡村振兴新现象、新
时尚等“小切口”入手，用镜头记录乡
村新貌，用光影讲好乡村故事。

昨日，夜赛龙舟摄影大赛、“推
进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摄影艺
术峰会等活动同步举办，第三届中
国·长乐三溪乡村摄影文化节画册
宣布出版。

用镜头记录乡村新貌用镜头记录乡村新貌
中国中国··长乐三溪乡村摄影文化节开幕长乐三溪乡村摄影文化节开幕

三溪夜赛龙舟，引来全国各地游客。本报记者 包华摄

▲ 南洋村村民包“五节
粽”。 通讯员 林晋如摄

▲闽侯县检察院工会组织
职工包粽子。（闽侯检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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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
今日开桨
47支队伍参加

本报讯（记者 陈君沂）今天，2024福州
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仓山区浦下河开赛。来自
福州各县（市）区、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国家等
的47支参赛队伍、近1500人参赛。

2024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是端午假期
国内规模最大、参赛队伍最丰富、参赛人员最
多的国际龙舟赛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高校的龙舟队亮相福州，泰国、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多支队伍加入特邀组，
2023年中华龙舟大赛大满贯得主福州长乐
汇泉龙舟队以及长乐营前龙舟队等强队齐上
阵，将在为期两日的比赛中一决高下。

据悉，本届赛事由中国龙舟协会指导，福
建省体育局、福州市政府主办，福州市体育
局、仓山区政府承办。

6日，在阵阵爆竹声中，闽侯南
通镇方庄村一条 30多米的新龙舟
顺利点睛下水。

方庄村制造龙舟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 700多年前。近年来，村子
每年造出的 200多条龙舟，被发往
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作为龙舟文
化村，方庄村的龙舟制作技艺出现
哪些新变化？如何让千年龙舟划
出新姿态？日前，记者走进“龙舟
村”，感受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开
出的“新枝”。

创新传承 技艺更精
每年端午节前，是方庄村匠人

们最忙碌的时候。走进“龙舟世
家”方绍晃家的制船厂，近 10条正
在制作的传统龙舟在车间整齐
排列。匠人们忙碌地用机器切割
打磨模板，涂抹清漆，每个步骤都
十分专注、细致。

“今年的订单稳步增长，大部
分来自江西、安徽、湖南、江苏等省
份。”作为龙舟世家的第三代传承
人，年过七旬的方绍晃19岁起便投
身龙舟制作，如今已成为福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方庄龙舟制造技艺
（闽侯县）”的代表性人物。“方家从
清末开始造船，历经百年，至今依
然保持着传统工艺的精髓。”方绍
晃说，保持传统技艺并不意味着故
步自封，让老树发新枝、不断进行
技术创新是方庄龙舟能够沿袭百
年的秘诀。

为了确保竞赛型龙舟重量更
轻、划得更快，方绍晃等龙舟匠人
每年都会到湖南、广东、江西等地
学习造船技艺，集众家所长，同时
跟踪了解客户反馈，根据客户需求
和建议不断改进技术。

“竞赛型龙舟不同于传统龙
舟，它对速度的要求更高，这就需

要我们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
创新。”方绍晃说，他们设计生产的
龙舟工艺精细、船型线条流畅、船
头破水快、船尾消水好，助力多个
龙舟队在竞渡中拔得头筹。

让龙舟不局限于端午节竞技
使用。方绍晃和他的团队在保留
龙舟传统船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新
船型的开发，推出休闲娱乐型龙
舟。

记者看到，新型龙舟保留着传
统龙舟的所有元素，只是船体更
大、更宽，提升了游客坐龙舟的舒
适度。“目前，这些新型龙舟已经成
功下水，在市水务集团的内河游线
路中，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方绍晃说。

跨界合作 划出新姿
今年，方庄村龙舟在在端午节

“有了一个大动作”！奶茶品牌霸
王茶姬联动非遗传承人方绍晃，把
龙舟艺术与茶文化巧妙融合，打造
出一条“霸王茶姬号龙舟”。

“今年端午节，霸王茶姬品牌
和我们合作，订制了两条龙舟，其
中一条已经交付。”方绍晃说，此次
制作的龙舟按照福州传统龙舟尺
寸的 50%比例打造，造型十分精
巧。

记者看到，这条龙舟长约9米，
舟身狭长，图案、纹样设计采用红
色、紫色、金色等鲜艳色彩，并巧妙
融入了茶文化元素。“茶文化和龙
舟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这种跨界
融合与创新，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绍晃说，近
期，他还将与征途 IP跨圈合作，推
出征途龙舟实物，以更多细节来展

示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方庄龙舟的创新还不止于此，

近年来，依托龙舟技艺，方庄村开
发了系列龙舟文创产品。“当时镇
上的华侨回国，想把家乡的龙舟纪
念品带到海外，但他们提出龙舟的
体积庞大，携带十分不便。”于是，
方绍晃开始尝试制作龙舟模型，小
巧精致的文创产品不仅便于携带，
还能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到龙舟
文化的魅力。

拥抱新媒 扩大影响
方绍晃的侄子方剑伟，是新一

代龙舟技艺传承人，他尝试将龙舟
制作成模型进行推广。经过几番
尝试，设计出长约2米、造型多样的

“龙龙仔”，受到了许多龙舟爱好者
的喜爱。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龙舟制作，方剑伟还把记录龙舟模

型制作过程的短视频发布到新媒
体平台，收获不少年轻粉丝。

在方剑伟看来，福州的龙舟文
化氛围愈发浓郁，龙舟文化承载着
一代代福州人的记忆。每年，方绍
晃的龙舟厂都会迎来数百名中小
学生和大学生，方绍晃坚持把龙舟
文化送到校园和社区。“学生们都
非常感兴趣，他们来到工厂后会参
与到龙舟制作的各个环节中，感受
这项非遗的独特魅力。”

在接待高校学子研学的过程
中，方绍晃也会细心观察学生的表
现，从中寻找合适的人才，为龙舟
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储备后备
力量。

如今，方庄村的几家龙舟制造
厂比较分散，各自为战。为促进村
里龙舟企业抱团发展，南通镇发挥
党建引领优势，成立了龙舟协会，
运用“支部+合作社+研学”模式，
结合方庄村700余年传统龙舟文化
进行研学路线开发，通过看龙舟福
船制造过程、听传承人讲述龙舟故
事、做彩绘手工龙舟，让参与者深
度体验龙舟文化魅力。

“我们特别欢迎那些热爱摄影
的学生加入研学团队，他们可以
通过自己的镜头，记录下龙舟制
作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制作成视
频短片，为方庄龙舟进行宣传，让
更多人了解和感受到龙舟文化的
魅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进一步挖掘和传承龙舟
文化，让这一传统工艺得到更好
的发展和传承。”南通镇宣传委员
丁友利说，南通镇通过校地合作
模式，与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合作设计龙舟文创产品，开发特
色龙舟制造文化 IP，吸引大量年
轻人加入到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
中。交通运输部门

加强假期运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 朱榕 通讯员 郭嘉泰）端

午假期来临，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
迎端午，全力保障市民安全、有序、便捷出行。

地铁方面，10日，福州地铁全线网末班
车始发时间延至 23:30。其中，1 号线、2 号
线、4号线、5号线延长运营 0.5小时，晚高峰
时段延长为 16:00至 22:00；6号线延长运营 1
小时。同时，福州地铁将密切监控线网客流，
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增开备用列车。

出租车方面，端午节假日期间，共组织投
入200辆出租车，对福州火车站、火车南站进
行运力保障，届时将视到站客流情况，灵活采
取驻点保障和应急调度，确保旅客及时疏散。

客运方面，端午假日期间，根据客流情
况，对福州市区前往顺昌、仙游、福安的客运
班线进行适当加密。

端午有20多种叫法
你知道几种

据新华社天津6月8日电（记者 周润健）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6月10日将迎来
端午佳节。你知道吗，这个传统节日竟然有
20 多个别称。除了端午节，你还能说出几
个？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它是夏季唯一
的一个民俗大节，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

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
华介绍，古汉语中，“端”字可引申为开头、初
始的意思，将五月五日称为端午，是指“初
五”。古人通用天干地支来纪年、纪月、纪日、
纪时，五月为午月，“午”“五”同音，因此端午
节又称“重五节”“重午节”。午日为“阳辰”，
端午节也被称为“端阳节”，传统京剧《白蛇
传》中就有“庆贺端阳”的戏词和剧情。

端午节又称“粽子节”，这是因为吃粽子
是端午节的普遍习俗，只是这堪称美食的粽
子南北各异，一个人很难在一个端午节把它
尝遍。粽叶是粽子制作必不可少的材料之
一，古人端午吃粽时，曾有解下粽叶比长度的
游戏，长者为胜，端午节就有了“解粽节”之称。

端午节也称“龙舟节”，这是因为除了吃
粽子，另一个著名的节日形象是赛龙舟。
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了我国国家体育比赛
项目，并每年举办“屈原杯”龙舟赛。

端午节还称“诗人节”。端午节来源的说
法不少，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纪念屈原说”。
公元前278年，秦军破楚，屈原投江殉国。屈
原所作《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被传
颂至今。人们敬仰屈原的高尚品德和杰出诗
才，在端午节时会深切地感念他。

端午节又叫“浴兰节”，这是因为古人在
这一天有“蓄兰为沐浴”的习俗。宋代欧阳修
在《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中说：“正是浴
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

此外，端午节还有五月节、龙日、夏节、菖
蒲节、艾节、娃娃节、天中节等诸多别称，其产
生时代和背景不同，却有各自的故事及内涵。

龙舟村老树发新枝
本报记者 谭湘竹 实习生 李玮

龙 舟龙 舟
工厂内工厂内，，匠匠
人 挥 舞 着人 挥 舞 着
斧 头 给 龙斧 头 给 龙
舟塑形舟塑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连日来，我市各地各部门开展
形式多样的迎端午活动，营造出浓
厚的节日氛围。

昨日上午，罗源县白塔乡南洋
村的蓝家大院内，50多名畲族群众
身穿“凤凰装”，围在长桌前包着形
状像枕头的“五节粽”。

当地将端午节称为“五月节”，
菅粽是畲族的特色粽子，不像汉族
用箬竹叶裹成三角锥形，而是用菅
草的叶子包成枕头状，再用粽叶丝
捆扎五节，寓意五月节得五福。因
此，这种粽子又称“枕头粽”“五节
粽”，畲族群众除敬祖之外，还常将
这风味独特的节日食品作为厚礼
赠送亲友。

“‘五节粽’的独特风味是因为
加入了天然碱水，天然的食用碱能
够软化纤维、去酸味，这样就能保
有粽子天然的口感和味道。”南洋
村村民兰雁森介绍，天然碱水泡过
的糯米做出来的粽子，颜色金黄，
且非常软糯。“我们还包了1米多长
的‘五节粽’，寓意日子越来越好、

生活节节高。”南洋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兰学斌说。

昨日，马尾罗星街道总工会举
办“粽情端阳，共创美好”主题活
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
DIY 活动吸引众多职工参与。娴
熟的“老手”带着“新手”手持粽叶、
填料压实、封口扎捆……大家相互
学习、交流，共同感受端午传统文
化的魅力。除了端午DIY，活动还
设置冰壶运动体验与练习环节。

近日，台江区福瑞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联合共建单位，组织志
愿者开展“粽有团圆意 福有近邻
传”主题活动。本次活动以包粽子
比赛的形式拉开序幕，32名选手各
显身手，引来社区居民驻足观看。
现场还开展健康义诊、助农扶农社
区农产品展销、福州老字号产品试
吃品鉴、家政进社区服务以及反诈
骗等相关公益宣传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我市检察
机关陆续为社区老年人送温暖、献
爱心，并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近日，鼓楼区检察院组织青年
干警深入鼓楼区九彩社区开展普
法宣传，将普法与民俗结合，制作

“法治粽子”“法治香囊”，围绕“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非法集资”

“平安三率”等主题进行普法，为端
午节添上一份“法治套餐”。

闽侯县检察院6日组织该院青
年志愿者到共建村闽侯县昙石村，
看望慰问困难老人，送去大米、食

用油等慰问品和节日问候。7日下
午，该院工会还组织开展2024年端
午节系列活动，全院干部职工齐聚
一堂，进行趣味包粽子、夹弹珠、投
壶等比赛。

粽香沁人心 浓浓端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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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端午端午

我市首个
女子龙舟队妇联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近日，全市首个龙
舟队妇联——晋安区鼓山镇连潘村女子龙舟
队妇联成立，这是市妇联在“三新”领域灵活
创建妇联组织的又一新突破。

连潘村女子龙舟队 2013年由“惠容·妇
女微家”负责人谢惠容牵头组建，当时成立这
一组织旨在鼓励村里的姐妹自强自立。龙舟
队集结了一大批热爱这项运动的妇女，她们
每年都会聚在一起练习划龙舟，还因这个平
台相识相知，结伴参与公益募捐、平安创建、
垃圾分类宣传等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因为热
衷公益，谢惠容和“惠容·妇女微家”近年来收
获了各级妇联诸多奖项。

谢惠容表示，接下来连潘村女子龙舟队
妇联要聚焦弘扬龙舟文化这条主线，把准妇
联工作方向，围绕思想引领，突出重点特色，
服务好妇女姐妹，让龙舟队妇联成为队员们
想得起、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娘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