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走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联办单位联办单位：：宁德市农业农村局宁德市农业农村局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蕉城区农业农村局蕉城区农业农村局 霞浦县农业农村局霞浦县农业农村局 福安市农业农村局福安市农业农村局 福鼎市农业农村局福鼎市农业农村局 寿宁县农业农村局寿宁县农业农村局

柘荣县农业农村局柘荣县农业农村局 周宁县农业农村局周宁县农业农村局 屏南县农业农村局屏南县农业农村局 古田县农业农村局古田县农业农村局

乡乡 镇镇 动动 态态

55版版
责任编辑：郑 凯 电话：2823365 邮箱：280836316@qq.com

美编：陈居众 校对：陈小秋
2024年
2月27日

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茹捷 通讯员 刘金标）
2月24日晚，霞浦县三沙镇的元宵民俗踩
街活动在璀璨灯火中落下帷幕。这场以

“龙庆元宵”为主题的盛会为当地居民呈
现了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更吸引了四面
八方的游客前来观赏。

当晚，三沙镇的大街小巷挤满了热
情的群众。在大家的期待中，踩街活动
拉开大幕。舞龙、舞狮、福禄寿喜、马面
裙走秀、旱船、闹灯笼、古装走秀、汉服表
演、舞鱼灯、腰鼓等民俗活动各具特色，
让观众们目不暇接。整个活动现场仿佛
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人们的脸上洋
溢着节日的喜悦。其中，“龙凤呈祥”“嫦
娥奔月”“郑和下西洋”“射雕英雄传”4 台
精心策划的“台阁铁枝”更是成为了众人
瞩目的焦点。铁枝上的小演员们身着精
美的戏服，把历史典故和优美的传说演
绎得惟妙惟肖，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和喝彩。

随着活动的进行，观众们纷纷拿出手
机、相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三沙元宵
民俗踩街活动的照片和视频也迅速在网
上传播开，让更多人感受到了这场盛大活
动的魅力。

“很震撼。我是第一次实地看铁枝表
演，实在太精彩了，真是不虚此行。”从蕉城
赶到现场观看踩街活动的陈美娥告诉记
者，昨天，她在微信朋友圈刷到活动预告，
便在今天特地带着家人赶到三沙。现场热
闹的氛围和精彩的表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据了解，霞浦三沙铁枝历史悠久，迄今
已有四百余年历史。三沙铁枝历来以“过
枝”精细巧妙而闻名，在闽东同行中独具一
格。三沙铁枝不但保留传统的制作技法，
而且表演精彩纷呈，是霞浦县极具代表性
的民间习俗活动。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
不仅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也进一
步提升了霞浦三沙的旅游品牌形象。

2月 23日，霞浦县海岛乡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社工站等部门联合宫东村在中心
街举办“龙行龘龘闹元宵”主题活动，通过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老百姓共同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

为了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活动现场
设立了廉洁灯谜区，精心挑选的70余条灯
谜涵盖了汉字、成语、人名、动物名、生活
常识等领域，既具娱乐性，又富知识性。
人们穿梭在灯谜之间，有的默默沉思，有
的小声讨论，推敲谜底，共同感受着汉语
言的独特魅力。

第二个环节是志愿者们精心准备的

“圆圆满满·套福圈”游戏。福圈在空中飞
舞，大家套中的不仅是奖品，更是新年的

“福气”。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参与者们兴
致勃勃，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佳节送暖意，浓浓海岛情。现场工
作人员不仅为到场老人准备了汤圆，也
为辖区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老人、
留守（困境）儿童等送上温暖的汤圆，寓
意新的一年“健健康康人平安，甜甜蜜
蜜笑开颜”。“以前都是我一个人过节，
今年可以跟你们一起过，我很开心。”王
大妈说。

弦管千家沸此宵，花灯十里正迢迢。

花灯更是元宵节必不可少的点缀。志愿
者将制作材料分发给大家，并详细介绍了
花灯的制作方法。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一

盏盏精美的花灯在群众手中制作完成，现
场欢声笑语不断。

□ 谢任光 文/图

民俗进万家，欢喜庆新年。2 月 20
日，福安市穆阳镇一年一度的“赶墟节”如
约而至。活动现场锣鼓喧天，炮声隆隆，
为群众及游客呈现了一场独特且震撼的
视听盛宴。

上午 8 时许，穆阳镇中心街区上人群
熙攘，由穆阳民间各大宗祠组织的腰鼓
队、萨克斯管乐队、铁枝方阵、彩灯方阵等
队伍开始沿街巡游；由真人扮演的十二生
肖、观音娘娘、西游记等各种角色惟妙惟
肖、活灵活现；精彩的舞龙、舞狮表演让现
场观众大饱眼福。

踩街庆典过后，赶墟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周边乡镇的群众带着手工制品和农副

产品，沿街摆开。欢笑声、叫卖声、嬉闹声，
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穆阳赶墟由来已久，

‘赶墟踩街’活动汇聚了民间传统文艺，已
经成为定格在人民心中新春的特色文化，
此次活动为穆阳广大群众送上了一道民俗
文化盛宴，极大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传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营造了健康、
和谐的文化氛围。”穆阳镇镇长陈安斌说。

据悉，穆阳镇“赶墟文化节”是福安市
少有的、保留完整的传统农事节。作为穆
阳镇开春民俗，尽显千年古镇民间艺术原
味与特色，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具有烟火
气的文化盛宴。近年来，穆阳镇以民俗节
庆活动为载体，深入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

内涵，通过策划异彩纷呈的文旅活动，进
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让民俗文化“活

起来”“火起来”。
□ 张文奎 秦红丽 李郁 文/图

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福安市潭头镇康源村全
村村民姓李，村庄四周植李，一年四季，“李事”不
断。甲辰龙年正月初三，一场隆重的“李事”——康
源寿星节在鞭炮声中开场。

节日当天，村里 13 位寿星身着寿星服，肩披红
绶带，胸戴大红花，团团围坐在众厅中央的大圆桌
旁，接受600多名李氏族亲及来宾的拜寿敬酒祝福。

寿星们频频举杯向众族亲和宾客颔首回礼，容
光焕发，满面春风。大家边吃边唠嗑，谈笑风生，其
乐融融，山村的年味儿更浓了。

据康源村李氏宗亲联谊会副理事长林成增介
绍，该村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4年的寿星节。该村寿
星节之所以能连年举办，得益于该村众乡贤的鼎力支
持。近年来，该村在当地乡贤的支持下，围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发动村民广植芙蓉李。每年早春二月，
全村“千树万树李花开”，引得村庄周边甚至邻县的游
客慕名来此踏青赏花。

为了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康源村两委以产业振
兴为抓手，联合乡贤组织成立“康源村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釆用“公司+农户”“公司+基地”的模式，
带动农户追求共同富裕，为当地产业振兴注入了活
力。此外，多年来，该村乡贤筹募资金 500 多万元，
投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道路拓宽、水库电站建设、
桥梁灯饰安装、文化长廊建设……这些喜人的新变
化，留住了情怀，留住了乡愁，也留住了父老乡亲的
盼头。 □ 杨昌长

本报讯（记者 黄楚妍） 2 月 22 日上午，市农业
农村局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我们的节日·元宵节”主
题活动，弘扬中国传统元宵文化，丰富职工的文化
娱乐活动，积蓄更多“向前向上”的力量。

活动现场，融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谜语挂
在拉线上，供大家竞猜。彩纸上的谜题巧妙有趣，
谜面融入了三农文化知识，既具娱乐性，又具知识
性。随后，“眼疾手快抓棍子”、套圈、“喜乐会”等多
种多样的游戏让现场充满欢声笑语，营造了温馨、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市农业农村局：

多彩民俗闹元宵
传统文化韵味浓

本报讯（林心棋） 2 月 22 日上午，柘荣县楮坪
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仙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开展“我们的节日·元宵”福气汤圆聚温情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一早就忙着烧开水、下汤圆。
随后，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端到村内老人们面
前。“每年元宵节，我们都会组织乡内的志愿者到村
里，为高龄老人煮汤圆、包饺子，送上一份特殊的温
暖。”楮坪乡宣传委员吴陈玉说道。

活动中，志愿者还以打快板、发放宣传品及现场
展示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禁毒
反诈及河道保护等知识，进一步营造“文明乡风”的
氛围。下一步，楮坪乡还将持续发挥好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的阵地作用，组织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
切实增强楮坪乡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柘荣楮坪：

共庆元宵聚温情

本报讯（郑燕颖 林雨杭） 近日，柘荣县双城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柘荣县青少年宫城市书坊等4
处文明实践点举办“庆元宵全民反诈灯谜竞猜”活
动，丰富居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提高辖区群
众反诈防骗意识。

此次活动将传统灯谜与反诈知识相结合，既增
强了群众的反诈意识，又迎合了节日氛围。群众纷
纷在灯谜前驻足思考，沉浸在猜谜解谜的乐趣中。
花灯制作环节同样吸引了很多家庭参与，孩子与家
长们一同动手，一个个色彩绚丽的灯笼在孩子们的
手中诞生。活动现场，民警和志愿者还通过播放反
诈宣传片、摆放展板、讲解“国家反诈中心”APP功能
等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地普及防诈反诈知识。

福安潭头：

康源寿星节 浓浓乡土情

铁枝呈异彩 踩街闹元宵
霞浦三沙：

““铁枝台阁铁枝台阁””闹元宵闹元宵 马戎马戎 摄摄

霞浦海岛：

欢欢喜喜庆元宵

赶墟文化节现场的热闹景象赶墟文化节现场的热闹景象

福安穆阳镇

举办赶墟文化节

元宵节当晚，霞浦县松城街道西关社区举办“我们的节日·元宵”踩街
活动。由西关社区腰鼓队、舞狮队、汉服表演队等组成踩街队伍，沿着西
关社区进行巡回展示演出，营造了浓郁的节日喜庆氛围。

杨锋 摄

为弘扬传统节日文化，霞浦县松港街道有秋社区联合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霞浦县农业农村局、霞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组织
开展元宵节活动。

王欣若 摄

柘荣双城：

猜谜学反诈 别样过元宵

群众在推敲灯谜群众在推敲灯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