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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那组金榜题

名的花灯！”农历正月初六，

瑞安曹村天井垟，五彩花灯

闹新春，一个个造型各异的

花灯，令游客缪先生目不暇

接，感受着浓浓年味。

瑞安曹村花灯有800多

年历史，是浙江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历

史 久 、灯 彩 多 、造 型 奇 闻

名。近年来，当地灯会将古

时“非遗”技艺与现代灯光

艺术相结合，为群众带来一

场视觉盛宴。

漫步现场，“金蛇纳福”

“青山绿水”“科举考试”“黄

金树”各类别出心裁的花

灯，一步一景，丰富多样。

“飞天神鹿”花灯，借助河面

布置，姿态轻盈飘逸；锦鲤

天幕灯廊下，灯光点点，大

家一边赏灯、一边拍照打

卡，好不热闹。“这些花灯很

好看，孩子也很喜欢，能看

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市民

王女士特地赶来看花灯，感

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据介绍，此次活动共有

灯组及打卡点 24 个。活动

不仅保留了曹村传统花灯的

精髓，还进行了大胆创新，融

入诸多新元素。现场设置

3D 水幕投影等设备，通过

声、光、电、水的完美结合，呈

现震撼的立体影像，让游客

仿佛置身于梦幻仙境。

白天，游客可以漫步田

园间，欣赏各种有趣的绿雕

小动物，感受大自然与艺术

的完美融合，还可以露营、

打卡网红点；当夜幕降临，

灯光亮起，奇幻公园主题活

动让整个空间增添了几分

神秘与浪漫。

灯会期间还会定期上

演烟花秀和演出活动，并邀

请无骨花灯技艺老师开展

花灯制作体验活动。这种

多元化的活动设计，增添了

更多趣味性和互动性，吸引

更多的年轻人来打卡。曹

村新春灯会项目统筹负责

人王羿介绍：“活动期间，每

天都会有一个小时的常态

化演绎，包含本地的节目，

例如南拳、戏剧等，还组织

了专场演唱会，邀请知名歌

手和乐队来献唱。”

该活动将持续至2月16

日。曹村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现场还设置了 100 余个

市集摊位，由村民优先报名

并向社会开放，带动村民增

收。 蔡自祥 金冬冬

瑞安：
五彩花灯闹新春

农历正月初二，冬日的暖阳和

煦融融，绍兴市滨海新区孙端街道

安桥头村的长妈妈祝福店里，一场

热闹的搡年糕活动，让“鲁迅外婆

家”的这个春节充满传统韵味与节

日温馨。

年糕与“年高”谐音，寓意“生活

年年高升”，搡年糕是当地春节期间

的传统习俗。当天，在长妈妈祝福

店里，笔者看到，蒸熟的糯米粉倒入

石臼，安桥头村村民鲁金泉和樊纪

六配合默契，一人翻米粉，一人捶

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糕团搡打成型后，大人领着孩

子纷纷参与年糕的手工搓切，其间，

工作人员还讲述了年糕背后的文化

故事和节日习俗，孩子们沉浸式感

悟传统年俗质朴的魅力。“今天阳光

正好，一家人就来到‘鲁迅外婆家’，

参与搡年糕等活动，尽享鲁迅先生

笔下传统年味乐趣。”游客饶乐萍

说。

当天，在不远处的安桥头村祝

福广场与梦回平桥公园，由孙端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老年学校）表演班

师生带来的越剧《游园初遇》《十八

相送》《送王朗》等经典曲艺节目精

彩上演。

在大众书局、绍兴酒品鉴馆等

地，集香囊制作、步船体验、蛇年红

包拓印、喝福酒、描金福、“闰土刺

猹”等年味活动于一体的“贪吃蛇大

作战”趣味打卡正火热进行，吸引大

众纷纷集章参与。在竹弶广场上，

则有滚铁圈、踢毽子、丢沙包、跳皮

筋等多场“迅哥童年趣味赛”，引得

一片欢声笑语。

为庆祝蛇年春节，孙端街道举

办第六届“鲁迅外婆家”祝福季，安

排搡年糕、包粽子、故乡社戏、迎春

送福、迎春“村跑”、国风杂技等 10

余项年俗活动，将持续开展到正月

十五，带大家回到鲁迅笔下淳朴的

旧时春节时光，感受浓郁的绍兴传

统文化魅力。“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

重现，唤起了很多童年的年俗记

忆。”72 岁的当地居民宋雅娟感慨

道。 张柯 单敏洁

绍兴：再现鲁迅笔下传统年俗

“走，看‘村麦’去！”正月初二

晚，62 岁的缙云县新建镇新建村

村民楼大爷刚吃过晚饭，就拉着

老伴赶往文化礼堂。今年春节期

间，到礼堂看“村麦”歌手争霸赛，

或是上台高歌一曲，成了村民的新

乐子。

第二届“村麦”歌手争霸赛暨

“我要上村晚”活动现场人山人海，

绘有红黑脸谱的大戏台上，二胡声

响起，鼓点渐密，刀马旦挥舞银枪，

筋斗翻腾，长翎舞动，靠旗翻飞，缙

云县新建镇戏剧联谊会成员唱的一

曲《刀马旦》燃动全场。

灯光和音乐交错中，戏台变身

秀台，村民变身模特，碎花上衣配上

牛仔裤，潮味十足，大爷大妈手持农

产品、农具等“时尚单品”，迈着台

步，轮番走秀。

一个个精彩节目接连上演，网

络主播纷纷打开手机镜头。“‘村麦’

还在抖音上实时直播，打开手机就

能看。”村民朱大姐说。

“‘村麦’是我们村里推出的开

放式舞台，不设门槛，人人都能加

入，大家聚在一起欢乐过新年。”新

建村党总支书记楼秀丰说，“村麦”

接地气，融合了“非遗”和时尚元素，

有乡土的味道、怀旧的味道、新潮的

味道，大伙儿爱看。

“以前过年，吃过晚饭，家里人

都赶着约打牌。现在晚饭后，家里

人都跑去看戏、听歌，别提多欢喜

了！”回村的“00后”大学生小楼边看

“村麦”，边举起手机连连拍照。

汪峰立

缙云：“村麦”唱出乡村之乐

正月初四，尽管天气阴沉，舟山

市普陀区展茅街道黄杨尖村一座座

小院里，依旧人气满满。“在这么雅

致的小院里涮火锅，也太治愈了

吧！”一名游客刚走进黄杨尖村下江

腩牛腩火锅店，就忍不住掏出手机

拍了起来。只见稻草装饰的屋檐

下，暖黄色的灯笼与喜庆的窗花、红

绸装饰相映成趣；砂石铺就的庭院

里，火锅的香气弥散开来，游客的欢

笑声此起彼伏。

黄杨尖村历史悠久，不仅自然

风光宜人，还拥有丰富的农耕文

化。近年来，该村大力推动农文旅

融合发展，引进咖啡馆、火锅店、酒

坊、民宿等 50 多个新业态，将原先

平平无奇的农家小院打造成别具乡

愁韵味、人间烟火的乡村空间。

“快请进，还有座位。”正值午餐

时间，火锅店主理人张梦迪一边上

菜，一边热情地招呼着新进店的顾

客。“一直怀念小时候住在村里的日

子，每逢过年亲朋好友就喜欢聚在

院子里聊天、打牌，没想到记忆中的

年味在这里找到了。”顾客林女士涮

着火锅高兴地说。

展茅的“小院经济”火了，外出

的本地人也返乡创业。“蕉财进宝香

蕉拿铁，要不要来一杯？”步入黄杨

尖村路下徐 106 号的咖啡小院，中

式复古茶亭映入眼帘，主理人张晓

琼正热情地为顾客推荐专门为春节

研发的新品。她是土生土长的展茅

人，几年前看到年轻人对乡村慢生

活的向往，选择回家乡开村咖。春

节假期，一天能卖出近200杯咖啡。

品农家菜、围炉煮茶、捏陶罐、

做木工……眼下，展茅正不断丰富

“小院经济”内涵。今年春节假期以

来，黄杨尖村已迎来游客4000余人

次。

胡晓

舟山普陀：乡土小院韵味足

“走，看棋去。”农历正

月初五一早，在临海市上盘

镇，熙熙攘攘的人流涌向万

亩西蓝花基地中的一间文

化礼堂。临海是“中国西蓝

花之乡”，菜地里的采收马

达已停歇，但“好戏”正在上

演，一年一度的“棋王杯”象

棋赛在这里举行。

放下农具的农民，归乡

的学子，经商、务工的返乡人

员，个个参赛热情高涨。“象

棋比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还厉

害。”75岁的旧城村村民项友

兴带着两个儿子代表村庄前

来比赛，他信心满满。

上盘镇是象棋之乡，很

多村民爱下棋。自 1997 年

镇里举行首届农民棋王争

霸赛以来，象棋活动蓬勃开

展，今年已是第二十届“棋

王杯”象棋赛。每年春节，

不用宣传，不用邀请，村民

都会扶老携幼，前来观赏棋

手捉对“厮杀”。

出车、跳马、飞象……

当天，来自各行各业的67名

参赛选手陆续开展7场激烈

角逐。小学二年级的张依

晨镇定自若，对战研究生选

手娄鑫鑫，方寸棋盘上兵来

卒 往 、步 步 为 营 、见 招 拆

招。坐在农民棋手项友兴

对面的，是一个6岁的孩子，

上来就是“当头炮”，他不敢

掉以轻心。来自上盘镇中

心幼儿园的小朋友输了第

一轮，哭得稀里哗啦，待裁

判宣布第二轮开战，瞬间又

凝神聚气恢复了战斗力。

中午时分，96岁的上盘

镇“棋王”王吕寿也来此观

战、指导，他曾获浙江省老

年干部运动会象棋赛男子

冠军，也是小镇象棋界的泰

斗。早在1985年，王吕寿率

先把象棋课开到了上盘小

学。没有棋盘，就用三合板

做；没有棋子，就用泡沫板

制，还自编了数本象棋教

材，培养了一批象棋人才。

如今，上盘镇中心校已成为

浙江省女子象棋训练基地。

走在上盘镇，处处是象

棋元素。该镇还建了象棋

展馆、综合文化站培训基

地，让更多群众共享象棋文

化魅力。“象棋文化深深扎

根在上盘民间，有群众参

与，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力。”

上盘镇宣传委员李灵娇说。

王翔

临海：
上演“棋王争霸”赛

水上火壶表演水上火壶表演
引客来引客来

农历正月

初一，新昌县

澄潭街道梅

渚古村举行

水上火壶表

演，吸引了众

多游客驻足

观赏。

潘伟峰 摄

乡村别样年味引客来
红红火火迎新岁，乡村年味别样浓。新春佳节，我省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搡年糕、包粽子、玩“村麦”、闹花灯……到处是浓

浓的年味，洋溢着无穷的生活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