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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夏 河 讯  （ 记 者

 袁茂润  通讯员 拉毛

草） 端午佳节临近，夏河

县街头巷尾节日氛围日渐

浓厚。

　 　 在 拉 卜 楞 镇 ，门 乃 合

榨油坊的张银环奶奶从十

几岁起就跟母亲学习制作

香 包 ，至 今 已 坚 持 了 五 十

多年。“戴香包是我们的老

传统 ，戴上保平安 ，‘ 避五

毒’。”张银环奶奶一边说

着，一边熟练地填充艾草。

手 指 翻 飞 间 ，一 只 栩 栩 如

生的“小老虎”香包就完成

了。每年端午节前，张银环

奶 奶 都 会 提 前 准 备 好 布

料、丝 线 等 制 作 香 包 的 材

料。这些香包以绸缎为面，

填充艾草、松香等中药材，

造型多样 ，有粽子、老虎、

葫 芦 等 吉 祥 图 案 ，更 兼 具

驱 蚊 辟 秽、安 神 养 心 的 功

效。五颜六色的绸布、清香

的艾草、细密的针脚，载着

老人对传统节日的深厚情

感 ，更 体 现 了 节 日 的 仪

式感。

　　夏河县各大餐饮和文

旅服务行业也纷纷推出特

色 端 午 宴 席。记 者 在 拉 卜

楞 镇 一 酒 店 内 看 到 ，大 堂

已 被 装 点 一 新 ，处 处 放 置

着 端 午 卡 通 小 标 签 ，充 满

了浓郁地传统节日氛围。

厨师把粽叶、糯米淘洗干

净，不一会儿便包出了一

大盆粽子。

　　从食品生产到文化传

承，在这个传统佳节里，

粽叶的清香与香包的彩线

正编织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无论是酒店餐饮

的 精 致 美 味 ，还 是 街 头 香

包 的 烟 火 气 息 ，都 让 夏 河

这座小城充满了温馨的节

日情怀。

夏河：端午民俗氛围浓厚 粽香四溢香包传情

　　本报玛曲讯 （记者

 马国锋 张志文） 5

月29日，玛曲县委宣传部

联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 心、县 文 联、县 妇 联、

县民政局、县文化馆、县

社会综合福利服务中心

等部门，走进玛曲县养老

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组 织 开 展 了“ 浓 浓 端 午

情，粽香暖人心”——— 我

在文明实践基地过端午

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

祥和，志愿者们热情地为

老人们送上了真挚的节

日祝福和丰富的慰问品，

与老人们一起共话端午

文化、共享节日喜悦。

　　志愿者们为老人们

呈上了香甜的粽子，传递

节日的问候与祝福，为他

们 戴 上 象 征 健 康 平 安 的

香包，系上寓意吉祥的五

彩绳 ，送上关怀与祈愿。

活 动 精 心 安 排 了 富 有 民

族特色的文艺演出，玛曲

县 民 间 传 统 舞 蹈 协 会 献

上舞蹈《甘南草原美》；县

文 化 馆 带 来 了 气 势 恢 宏

的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格萨尔》说唱表演；牛

角 琴 演 艺 公 司 演 奏 了 具

有 浓 郁 地 方 特 色 的 乐 曲

《 甘 丹 神 玲》和《 绊 马 之

行》，精彩的演出赢得了

老人们的阵阵掌声。

　 　 活 动 将“ 感 恩 共 产

党、奋进新时代”主题教

育内涵落到了实处，营造

了 尊 老 爱 老 助 老 的 文 明

新风尚，进一步密切了党

群关系，架起了一座温暖

的“连心桥”。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常年默默坚守岗位、用汗水扮靓小城的

“城市美容师”，齐聚夏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参与“端午粽飘

香·情暖环卫工”活动。

　　环卫工人们走进夏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参观，感受浓厚的

文化氛围。志愿者们将饱含心意的粽子送到环卫工手中，小小的粽

子，包裹着糯米的香甜，更包裹着对环卫工人深深的关爱。

              袁茂润 马雪晶 摄影报道

舟曲：民俗里的文化传承与美好祈愿

　 　 本 报 舟 曲 讯  （ 记 者

马 应 凯  通 讯 员  张 文 谦

杨舟红） 端午佳节，艾草与

粽叶的清香在街头巷尾悄然

弥漫。在这个传统节日里，挂

艾草、佩荷包、品粽子是许多

地方的习俗，而在舟曲，吃圈

馍、戴百锁则别具特色。这些

丰 富 多 彩 的 民 俗 活 动 ，不 仅

为当地群众带来了独特的精

神 文 化 体 验 ，更 成 为 传 承 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

载体。

　 　 走 进 南 峪 乡 杨 喜 军 家 ，

屋 内 满 是 欢 声 笑 语 ，一 派 其

乐 融 融 的 景 象。一 家 人 围 坐

在一起 ，分工协作 ，包粽子、

缝荷包、做圈馍、搓百索 ，忙

得不亦乐乎。

　 　 漫 步 舟 曲 街 头 ，端 午 的

市 集 更 是 热 闹 非 凡。形 态 各

异 的 百 锁 儿 与 荷 包 摆 满 摊

位 ，色彩斑斓、造型别致 ，既

有 传 统 的 生 肖 造 型 ，也 有 融

合 现 代 元 素 的 创 意 设 计 ，琳

琅 满 目 令 人 目 不 暇 接 ，引 得

过 往 民 众 纷 纷 驻 足 精 心

挑选。

◎记者 张彩霞 通讯员 康燕

  端午佳节至，艾草飘香时。临潭

积极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过端午”系列活动，将传统文化传

承与党群服务深度融合 ，为群众送

上 充 满 温 情 与 文 化 韵 味 的 节 日

盛宴。

　　粽香邻里话文明。县委宣传部、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

城关镇西环路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举办“粽情端午话文明 新风

共筑邻里情”主题活动。活动现场 ，

志愿者与居民共同包粽子、话家常，

粽叶翻飞间传递着邻里温情。文 明

宣讲员围绕家风家教、移风易俗 等

内容展开宣讲 ，倡导新时代文明新

风；县中医院专家带来夏季养生健

康讲座，为居民普及中医药知识。

　　双节同庆暖童心。县妇联组 织

开展“快乐六一 情暖端午”爱心妈

妈结对关爱活动。3 0 余名孤困儿童

与爱心妈妈齐聚一堂 ，在全国妇联

精心制作的歌曲《花开中国》的欢快

氛围中，通过趣味游戏组队竞赛、集

体绘画共绘梦想等亲子互动环节 ，

增进情感交流。活动现场，爱心妈妈

们为孩子送上书包、体育用品等节

日礼物。此次结对关爱活动为“爱心

妈妈”和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增进感

情、交流互动的平台，使关爱服务更

加贴近生活 ，让关爱工作更具力量

与温度。

　　志愿服务一线践初心。城关镇

东环路社区“红石榴”志愿服务队提

前筹备爱心餐 ，志愿者上山采挖野

菜、精心准备食材，在端午当日邀请

困 境 老 人 与 儿 童 共 品 粽 子、炸“ 海

星”等美食。活动中，孩子们亲手制

作香囊 ，志愿者通过讲述家风故事

和分享社会实践经验 ，在寓教于乐

中厚植家国情怀。

　　系列活动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为阵地 ，将传统节日文化与党建

引 领、志 愿 服 务、关 爱 帮 扶 有 机 结

合 ，既让群众在粽叶飘香中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 ，又通过党群互动凝聚

基层治理合力。

临潭———

艾草飘香话文明 党群连心过端午

  （上接一版）

　　夏河县拉卜楞镇出台《拉卜楞镇党员干部职工婚丧嫁

娶活动指导标准》，对彩礼、酒席等进行“限高”；迭部县开展

“两瓶酒里看民生、移风易俗树新风”主题宣讲活动，改变婚

丧嫁娶送两瓶酒的习俗，引导群众践行文明新风；舟曲县在

村民举办婚礼时，主动介入全过程，对彩礼金额、宴席规模

等进行严格监督，一旦发现违反规定、大操大办倾向，及时

劝阻协调 ，确保婚俗新规落地实施 ，有效遏制相互攀比之

风……

　　近年来，为进一步遏制高额彩礼，甘南州引导村民自

觉抵制不良风气，开展“道德模范”“文明家庭”“五星

级文明户”等推荐评选活动，以身边典型引领新风文明，

并在全州范围内积极推行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两倡

导、三不准”工作法，大力倡导结婚“零彩礼”，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带头开展移风易俗，自觉抵制高额彩礼，践行

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以真心尊老，以诚心敬老，以热心孝

老，以行动助老，努力形成爱国爱家、孝老爱亲、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以良好的

家风带动民风、社风的转变，让好家风、好民风在甘南大地

蔚然成风。

　　婚姻是爱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拥有幸福美满的婚

姻，是每个青年的美好愿望，是每个家庭的共同期盼。甘

南州将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陋俗，倡导婚

嫁文明新风，按照《甘肃省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

理工作方案》要求，力争到202 5年底，农村地区彩礼倡导

性标准得到全面执行，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大操大办等

婚俗陋习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农民群众婚嫁负担明显

减轻；到202 6年底，农村风气明显好转，婚俗陋习显著减

少，彩礼数额逐步下降，婚事新办等文明风尚更加浓厚。

经过持续攻坚和巩固提升，农村彩礼实现显著降低，“零

彩礼”“低彩礼”得到农民群众普遍接受，乡村焕发文明

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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