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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上午，在任城区长沟镇付街村的
共富工坊里，不时传来阵阵欢笑声。“一组8
人，每人包5个粽子，不散、不漏米即为合格，
包得越好得分越高。大家准备好了吗……”
主持人一声令下，长沟镇包粽子大赛热闹开
启，贴着编号的参赛选手迅速拿起桌上的材
料，包起了粽子。

只见，湿润的芦苇叶在手间翻飞，装米、
放枣、捆扎……不到两分钟，3号选手魏爱英
的5个粽子率先包好了，个个严丝合缝、棱角
分明。

记者发现，参与此次活动的村民，个个都
是巧手，粽子包得也是有模有样。采访中得
知，在场的多数村民都曾有十多年的包粽子
经历，有些人仍以此为生计。但要说长沟镇
包粽子历史最为悠久的村，还要数后薛村。

“听老人说，数百年前，长沟这里是大运
河上的一个码头，人来人往、十分兴旺。那
时，这里芦苇多、米质好，周边的村民便干起
了包粽子、卖粽子的营生，这一传便是600多
年。”后薛村的包粽子大户田利华告诉记者，
她嫁到后薛村后，跟着婆家学会了包粽子，粽
子一直采用微山湖碧绿的苇叶、江南特色江
米、山东乐陵蜜枣等上乘原料精心制作而成，
多年来深受大家喜爱。

田利华一边剥粽子，一边跟记者聊起自
家包制的窍门。“江米使用前要泡上一天，可
不能泡太久。包粽子使用的苇叶也不宜过
多，能把米包住就行。系线时一定要拉紧，这
样煮熟的粽子才更有嚼劲。”说着，一颗晶莹
剔透、外形分明的粽子呈现在记者眼前，散发
着清新的米香。

一上午，田利华的手机不时响起，西城区一
小区要50个，一家公司十多人团购200个……
如今，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吃田利华包的粽子，
想吃粽子了，给她打个电话，订单多了她就会发
动邻居、亲戚齐上阵，保质保量地送到大家手
中。“口口相传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宣传。订单
式销售也不用四处叫卖了，销量更好更稳定。”
田利华说，临近端午节，订单也越来越多，从四
月初五忙到端午节，一个月能销售4万多个粽
子，一年就有六七万元的收入。

多年积累起来的品质和口碑，让“长沟大
粽子”远近闻名。近年来，长沟镇党委、政府
依托“长沟大粽子”这个有着较高知名度的特
色品牌，积极引导辖区群众在原料、花色品
种、扩大规模上下功夫，不断拓宽群众就近就
业增收的渠道，小小粽子已成为当地一大富
民特色产业。

“我们通过党支部引领打造粽子专业村，
率先盘活村庄内的一些闲置庭院，建起了‘共
富工坊’，吸纳村民就近就业。同时通过电商
直播带货，植入新的经营理念，助力‘长沟大
粽子’产业逐步进入标准化、规模化快车道，
成为当前促进群众就业增收致富的一项重要
来源。”任城区长沟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继
忍介绍。

目前，“长沟大粽子”有江米、竹筒、黑米、肉
食等20多个品种，带动全镇3000余人从事粽
子加工，打造周边10余个专业村，年可获利
3000多万元。随着济宁市场的饱和，有些长
沟人举家到外地包粽子，足迹已遍布济南、北
京、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全国20多个城市，让长
沟的粽香飘向四方。 记者 梁琨 鲍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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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假日期间，粽子已进入销
售旺季。琳琅满目的品种、花样丰富
的促销，吃粽子、包粽子、插艾草……
多种节令商品销量不断攀升。

6月6日上午9点，记者在济宁高
新区一家超市里看到，粽子售卖区的
装饰格外显眼，各个品牌的粽子礼盒
摆满了柜台。相较往年，今年粽子市
场的礼盒包装呈现出环保、实用的特
点，一些竹篮粽子礼盒闪亮登场，让不
少消费者眼前一亮。与此同时，制作
粽子的糯米、粽叶等原材料也进入了
热销期。

正在柜台前挑选粽子的顾客李女
士告诉记者，以前过端午就是盼着吃
粽子、吃炸糕。“小时候对端午节的印
象就是盼着吃粽子。现如今，生活条
件好了，只要想吃，早点摊就能买到。
跟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大家更注重传
统节日的氛围感，从社区到相关单位
都在举办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大

家感受端午节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李女士说。

小程是一位甜品爱好者，平时就
喜欢自己在家做蛋糕、面包等。端午
前夕，粽子这个传统食品就是她的“新
目标”。同时，作为一名时尚达人，小
程不仅包粽子，还为亲手制作的粽子
选择合适的包装、拍好看的照片，发到
朋友圈分享给大家，颇有成就感。知
道的人多了，不少人就来询问粽子是
否出售，于是小程就有了自己开网店
的想法。

“现如今，在吃的方面大家都更加
追求时尚和健康。对我们这种手工制
作的食品，就更加喜爱了。今后我打
算自己注册一家网店，把自己做的甜
品分享给更多的人。”小程告诉记者，
融合了时尚元素的粽子，在朋友圈里
备受年轻朋友的喜爱，她感觉这也是
宣传端午节的一种方式。

记者 鲍童

感受变化中的端午佳节

端午前夕，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十
分热闹。来自本校外国语系和山东理
工职业学院的30多位留学生及外教老
师齐聚一堂，做香囊、包粽子，亲身体
验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沉浸式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古人们在端午节时会佩戴香囊，
用于驱邪避瘟，放入艾草后还可以驱
蚊虫。”任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刘丽拿起一个手工制作的艾草香囊，
向师生们展示、介绍。十几位师生围
在桌前，留学生艾可乐拿起一小撮艾
草在手心揉搓，放在鼻前闻了闻：“好
神奇，揉搓后果然不一样了，艾草散发
的气味很好闻。”

刘丽说，今年是龙年，特意做了龙
样刺绣挂件，寓意吉祥，学生们做好后
可随包、随钥匙佩戴，轻巧方便。

穿针引线、填充香料、缝合布片……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大家兴致盎然地尝
试着一系列制作流程。从不熟练到熟

练，没多久，他们就掌握了香囊的制作技
巧。不一会儿，一个个灵巧可爱的小香
囊呈现在留学生们的手上。“看着挺容
易，可做起来确实不简单，但是很有趣。
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体
验。”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的泰国留学生张
富强做香囊时高兴地说。

做完香囊后，大家又一起品尝粽
子，了解端午节吃粽子的传统和历史。

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留学生们
也向大家献上合唱、舞蹈等节目，还共
同朗诵古诗文《将进酒》《爱莲说》，现
场氛围十分热烈、融洽。

“通过举办民俗体验活动，中外学
子可以共同感悟中华民俗之美。既让
中国学生更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
习俗，坚定文化自信，也将中国的民俗
文化传递给留学生，让国外的学生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参
与此次活动的外教老师说。

记者 梁琨 鲍童

留学生沉浸式过端午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
一直以来，人们把“插艾”作为过端午
节的重要习俗之一。端午节前夕，城
区各街道社区积极开展送“艾”活动，
把艾草送到居民手上，让淡淡艾草香
温暖邻里。

6月 6日一大早，任城区观音阁
街道乐善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去采购
了50多把艾草，每把四五根，到水产
路灵芝小区支起了摊子。看到铺满
一桌的艾草，来往居民纷纷停下脚步
前来询问。得知是赠送，大家都高兴
地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艾草，连连道
谢。

“我们年年插艾草，咱们社区真是
太贴心了，把‘艾’都送到家啦！”居民
刘女士接过艾草后，闻了闻艾草香，向
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不一会儿的工夫，50 多把艾草
被赠送一空。随后，工作人员又带
着几把提前预留的艾草，送到部分
困难人员家中。“王大爷70多岁了，
老两口身体都不太好。逢年过节我

们都会过来看一看，端午节的安康
也要及时送到。”社区工作人员与王
大爷攀谈了一番，又到下一户送

“艾”了。
在仙营街道东红庙社区，送“艾”

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开展着。“艾草是一
种药草，也是艾灸的主要成分。端午
节后，气温上升，疾病多发。古时候人
们会在家门口挂几株艾草，以艾草特
殊的香味驱病、防蚊、辟邪。”东红庙社
区网格员一边将一把把艾草递到老人
们手里，一边听老人讲述端午插艾的
传统和艾草的医用价值。

“端午节插艾草不仅弘扬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更是老年人与传统节
日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社区老年
人多，孩子也不常陪在身边。我们把
艾草送到他们手中，既在端午节为他
们送去安康，也希望通过活
动给老人多一份陪
伴。”社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

记者 梁琨

把“艾”送到家

■本版图片由 记者 梁琨 鲍童 摄

为啥叫“端午”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
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华民
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

为啥叫“端午”？“端”字有“初
始”的意思，“端五”就是“初五”。按
照历法五月正是“午”月，因此“端
五”就演变成了“端午”。端午节曾
有节日“别名之最”的说法，有端午
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
节、浴兰节、女儿节等20多种。

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
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节日。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
的传统，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
上许多故事传说，各地也有着不尽相
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悬挂菖
蒲、艾草，佩香囊，赛龙舟，吃粽子等，
流传于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

吃粽子

吃粽子是端午节的重要传统习
俗之一。

粽子，又称“角黍”“筒粽”。在
春秋时期就已出现，最初被用作祭
祀。晋代，粽子成了端午节庆食
物。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家家户户
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魏晋

时期，周处所撰的《风土记》中记载：
“仲夏端午，烹鹜角黍。”南朝吴均的
《续齐谐记》中，也记载了屈原投江
后，楚国人民为哀悼他，便在每年端
午以竹筒贮米投于水中祭吊的事。

做香包

香包，古代称“香囊”，亦称“佩
帷”“容臭”“香袋儿”“荷包”。初创
于岐伯之手，发展于秦汉和唐宋年
代，成熟于明清时期。

端午节做香包主要是为了辟邪
驱瘟、保命吉祥。古人认为，端午节
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也是
疫病和邪气最容易侵扰的时期。因
此，人们通过佩戴香包来辟邪驱瘟，
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008 年，香包被纳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标志着它
不仅是个人装饰品，更是国家和民
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插艾草

“端午插艾”是民间传下来的端
午节传统习俗之一，古人插艾草用
以驱毒、辟邪、招福纳祥。艾，又名
家艾、艾蒿。它的茎、叶都含有挥发
性芳香油，所产生的
奇特芳香，可驱蚊蝇、
虫蚁，净化空气。

梁琨 整理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