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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安，元宵节这天人们除了吃
元宵、观灯之外，还有一项重头活动，
那就是猜灯谜。

在灯谜现场，大家穿梭在灯笼和
彩色谜语间，或驻足沉思，或激情讨

论，整个活动现场充满了欢笑、快乐、
喜庆，随着谜底被一个个猜中，大家带
着愉快的心情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
的元宵佳节。

□ 林耀琳 文/图

猜灯谜迎元宵七

新学期伊始，福鼎市某小学学生李史（化名）得到
了老师的表扬。“学习积极主动性明显提高了，课堂的
专注力也有所加强。”不过，一年前的他，却有着截然不
同的表现：学习十分被动、作业经常不按时完成、在家
手机不离手……

改变始于去年。去年5月起，福鼎市妇联、儿少协会
联合开展家庭教育“一帮一”结对帮扶入户辅导活动，以
问题学生、孤儿或单亲家庭学生为重点，通过书信帮扶、
电话（短信、微信）帮扶、入户走访、跟踪回访等方式，加强
与学生及其家长的沟通，凝聚教育共识，给予学生发展指
导和家庭教育指导，形成家校共育合力，进一步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

李史便是结对帮扶的学生之一。目前，已有10名家
教讲师与孩子结对帮扶，累计开展结对帮扶活动70次左
右，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起
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正式实施，传统“家事”开始上升为重要“国事”。如何做
好新时代家庭教育工作，让青少年更好地健康成长？福
鼎市妇联给出了答案——

持续推进机制创新，依托福鼎市儿少协会，以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为主阵地，开设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每周一
讲”，建立家庭教育“1234”工作模式，推动家庭教育宣讲
常态化。同时，从教育、卫生、公安、法律等领域遴选出
100多名志愿者组成福鼎市“鼎汇爱”关爱少年儿童家庭
教育志愿服务队，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工作，推动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紧密结合。

精心打造家庭教育阵地，牵头整合教育、公安、法院、
民政等 15 家力量，打造“一中心+多站点”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网络。并先后投入 175 万元打造了 35 个社区（村）

“儿童之家”，争取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资金20万元建设
2 个“儿童快乐家园”。2018 年以来，在儿童工作阵地共
开展亲子阅读、安全教育、垃圾分类等各类活动共计100
多场，惠及5000多名少年儿童。

创机制、强队伍、建阵地，家庭教育工作结出累累硕
果。去年，福鼎率先成立宁德市首家县级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中心，福鼎市妇联荣获“全国家庭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福鼎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被授予“福建省家庭教育创
新实践基地”。

□ 温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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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着 千 年 历
史的福安，在长期
的发展过程中积
累下异彩纷呈的
民俗文化，其中以
春节的民俗文化
最 为 丰 富 多 彩 。
舞龙灯、唱戏、踩
街……浓郁地方
特色的祈福习俗，
为新春佳节增添
了浓浓的喜庆氛
围，也成为一个地
方独特的福文化
记忆。

福安是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县（市），
聚集了 6.8 万畲族人口。大年三十晚上做
大年，是“过畲年”最庄重的仪式。各家
厅堂中庭柱上都贴上对联。除夕，按户
募捐一定数量的钱、米，由值祭者购买三
牲（猪肉、鸡、鱼）、福礼（海藻、豆腐、粉
丝、黄花菜等）、茶酒、香烛、纸钱及糍粑
等，送到村里神宫供祭。做完满福，家家

贴春联，以红纸条封坛坛罐罐及仓库，表
示仓盈库满。当晚，户户从神宫里分回
食物，煮酒吃大年饭（团圆饭）。饭后，大
家环坐在篝火旁“守岁”，准备迎接新的
一年来到。

除夕，子时正点，家家户主手点香，到
大门外燃放爆竹“接年驾”，以求新年五谷
丰登。

除夕“接年驾”一

大年初一，一早起来，大人小孩先喝一杯
甜蜜蜜的糖茶，谓之“做年茶”,寓意“尝甜
头”。喝罢糖茶，全家便出行祈福，祈求一年
平安吉祥。

新年伊始，走动走动，一年四季，顺顺当
当。全家老小吉时出门，朝着兴旺的方向出
发，福安人称之为“出行”，他们相信通过这
种方式能够使自己迎到新的一年的贵气和
好运。

每年岁首的正月初五、十四两天，是
一年一度“请林公”民俗活动最热闹的日
子。这一天是毗邻芹洋的周宁杉阳迎神
日。正月里，福安各地的林公宫和信奉
林公的乡村，都要到周宁县杉洋祖宫“求
林公”、分香火，并举行“平安福”仪式。

宋元之际，闽东地区的林公信仰已
很盛行。福安不少村的信众这一天会
自发组织鼓乐队、舞龙队，沿街献技，让
人大饱眼福。信众从林公宫祖殿求取
一炉香火，保佑全村一年平安顺利、兴
旺发达。

正月初五“请林公”三

在福安，民间至今尚有“初八走八
寺”习俗。

至于八座寺、庵、庙，每个地区有所
不同，一般都选择寺名或地名带“福”

“官”之类的八座寺，或以本地为中心，
选择路程最短，声誉较好的寺、庵、庙，

必须在一天走遍，除了万不得已的情
况，必须是步行，不能坐轿坐车，才表示
自己是虔诚的。

每年正月初八凌晨四五时，信众
会穿戴一新呼朋引伴，肩跨香烛袋，
一起前往八座寺庙烧香祈愿。

大年初八“走八寺”四

每逢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福
安 乡 村 都 有 舞 龙 的 风 俗 ，其 中 以 甘
棠舞夜龙祈福颇具特色。

三月开春的傍晚，随着鞭炮声和
强劲的鼓点，甘棠刘家祠堂的舞龙表
演正式拉开序幕。两条 20 多米长的
彩龙，在夜色下翩翩起舞，来回穿梭、

上下翻滚，龙身内嵌有电子发光设备，
在烟花的映照下，光彩夺目。龙灯时
而表现“龙摆尾”、时而表现“金龙蟠
玉柱”。上千盏灯缠绕于身，在夜晚散
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芒。20 名舞龙手
张弛有度，挥动手中的龙架，仿佛乘
龙而行。

甘棠春舞夜龙灯六

正月初一讨彩头二

穆阳赶墟祈福新春五

农历正月十一，穆阳镇的踩街活动
拉开帷幕。当天，穆阳古镇锣鼓喧天，鞭
炮齐鸣，人头攒动。

穆阳传统赶墟节踩街活动热闹非
凡，有人浓墨重彩，有人披红挂绿，五花
八门，不拘一格，形式多样的舞龙灯、铁
技、戏班、腰鼓等表演让人大饱眼福。

踩街过后，节日才刚刚开始。农贸市场
吆喝声阵阵，周边乡镇和附近县市的群
众来到穆阳市场，将自己手工制作的产
品和花果树苗等特产，运到穆阳街边出
售。这别具一格的开春民俗，既交换农
副产品又祈福新春，成为穆阳传承数百
年的民俗文化“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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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前夕，位于福鼎市桐山街道福全社区的城市书房里，10多个“最美家
庭”齐聚于此，大家围坐一堂，分享家风家训小故事，传递幸福正能量。

这是福鼎开展家庭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福鼎坚持写好“家”字文
章，把加强家庭文明建设作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全面实施“家家幸
福安康”工程，深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持续深化“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创
建，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争创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不断
推动形成社会文明新风尚，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澎湃的文明力量。

立春刚过，绿意渐苏。走进太姥山
镇潋城村，盎然春色闯入眼帘，一户户农
家小院屋明水净、花木环绕。举目四望，
处处皆景。

蒋玉清家的庭院，就坐落在村中一
隅。庭院虽小，却是“颜值”与“内涵”并
存。走进院内，只见各色花木错落有致，
与土石结构的老宅相得益彰，尽显韵
味。院内的显眼位置还挂上了家风家
训，十分引人注目。2021 年，她家庭院
被评为省级“最美庭院”，成为村内一处
热门的“打卡点”，吸引了不少游客、村民
前来参观。

美丽家庭的打造离不开整洁宜居的
生活环境，更离不开文明良好的家风家
训。在福鼎，像蒋玉清家这样将家风家训
融入“美丽庭院”建设的家庭还有很多。
福鼎以家庭为主阵地，将家风建设与“美
丽庭院”创建工作融合推进，积极以“家风
美”建设“庭院美”，建成各级“美丽庭院”
示范户345户，其中省级210户。

家风建设与“美丽庭院”建设的高度
融合是福鼎扎实推进家庭文明建设的生
动体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进
一步弘扬良好家风、推动家庭建设，近年
来，福鼎市妇联在全市持续开展寻找“最
美家庭”活动，积极打造家庭文明创建品
牌，推进“最美家庭”创建活动实现全覆
盖。同时，联合纪委、文明办、卫健、教育、
公安等部门开展“清廉家庭”“文明家庭”

“抗疫家庭”“书香家庭”“禁毒优秀家庭”
等特色家庭评选推荐，全力推动形成爱国
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
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家庭文明建设不断推进，“最美家
庭”不断涌现。截至目前，福鼎累计评选
表彰各类家庭典型 500 余户，其中全国
五好家庭 2 户，省、市、县级五好家庭 54
户，最美家庭 173 户，各级绿色家庭 84
户，各级抗疫最美家庭31户。

传承文明家风 打造美家美院

深化家庭教育 构建幸福家庭

美丽庭院生机勃勃美丽庭院生机勃勃

分享家风故事分享家风故事 （（福鼎市妇联供图福鼎市妇联供图））

穆阳赶墟踩街祈福新春

元宵节猜灯谜元宵节猜灯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