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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端午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
贵 通讯员 廖 小 飞 邓 波
实习生 熊敏闵） 6 月 1 日

至6月3日，由湖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常德市政府主办的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
传展示湖南主场活动在常德河
街举行，激越高亢的隆回花瑶呜
哇山歌精彩唱响，带领观众共赴
一场听高腔山歌、赏花瑶民俗的
文化之旅。

此次活动紧扣“保护传承非
遗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时代
华章”主题，精心设置了非遗节
目联演、非遗产品展销、非遗文
旅品牌推介、非遗项目考察体验
四大主体活动，共有来自全省各
市州的128个非遗代表性项目、
320余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展
参演。隆回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花瑶呜哇山歌”受
邀参加了活动开幕式展演，来自
虎形山瑶族乡的花瑶呜哇山歌表
演团队身着靓丽的花瑶服饰，原

生态演唱了《唱得河里的石头浮
起来》《一百只蜜蜂飞过街》经典
曲目，高亢嘹亮的歌声、富有激情
的表演惊艳到了现场观众，赢得
了阵阵掌声和夸赞。

花瑶呜哇山歌是花瑶人民
独有的一种古老民间音乐艺术，
主要流传在隆回县虎形山瑶族
乡，其源于花瑶祖先的劳动号
子，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
独特的风格，最终演变为一种高
腔山歌。2008 年，花瑶呜哇山
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
年来，花瑶呜哇山歌先后受邀参
加了湖南省非遗博览会、湖南省
旅游发展大会的节目展演、湖南
经视栏目《笑哈哈哈》的摄制，还
代表湖南省参与了央视《非遗里
的中国·湖南篇》的拍摄和《非遗
里的中国》年度盛典的现场演
出，让全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
领略到了花瑶呜哇山歌的无穷
魅力。

花瑶呜哇山歌唱响常德河街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
贵 通讯员 周 奕 杉 实 习
生 熊敏闵） 5月28日至5月
31 日，市旅游协会组织协会理
事单位、各分会会员代表走进江
西省萍乡市开展宣传推介交流
活动。通过推介交流和考察武
功山国家5A旅游景区和桃源山
居民宿、武功山君澜温泉度假酒
店等旅游业态，学习萍乡市文化
旅游产业链发展运营模式、服务
细节、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有
益经验。

在“宝庆好景·满意邵阳”
“武功山下·萍水乡逢”邵萍两地
旅游推介会上，两地景区代表、
旅行社代表、酒店代表进行了推
广交流，对特色旅游项目进行了
重点推介。市旅游协会副会长、
旅行社分会会长王丽莲立体展
示了崀山作为“丹霞之魂、国之
瑰宝”、世界自然遗产、国家 5A
级景区所具有的独特山水魅力
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湘窖生态文
化酿酒城代表推介了悠久的邵
酒文化，在园林式厂区内，游客
可以沉浸式体验酿酒、调酒、藏
酒、品酒系列活动，领略“工业+
旅游”魅力；隆回虎形山大花瑶
景区代表用一曲花瑶山歌，让现

场观众感受到瑶山惊艳神秘的
民俗风情；龙瑶幽谷景区代表重
点推介了景区内游览、游玩项目
及康养特色民宿体验业态。

考察阶段，会员们在杨岐
山地质博物馆沉浸式畅游溶洞
世界，感受“新质生产力+旅游”
的魅力；在孽龙洞中感受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细品曲折离奇
的孽龙故事；在“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的发韧地——安源铁
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缅怀革命
先烈，探寻邵阳旅游火爆出圈的

“星星之火”。在仙凤三宝5A级
乡村旅游点，重点考察园区旅
游商品、特色民宿集群、景区运
营模式。考察团一行入住武功
山桃源山居，学习天人合一的
民宿设计理念和人性化、体贴
入微的经营理念。实地考察武
功山君澜度假温泉酒店，并就个
性化客房、会议室、宴会厅、温泉
设施和主题文化营造进行了深
入学习交流。

市旅游协会还组织会员登
临武功山金顶，让大家深切感受
到武功山在景区卫生、观景台设
置、网红打卡标语设计、缆车运
行管理、推广营销策略、户外露
营、夜爬经济等方面的经验。

武功山下推介资源 拓展思路引客入邵

市旅游协会走进萍乡开展宣传推介交流活动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周维标 罗薪）
端午时节，武冈市邓元泰镇赤塘
村绿意葱茏、暗香浮动，漫山遍野
的栀子花竞相绽放，洋溢着质朴
的清香，一层层白色的花海，一簇
簇繁茂的花枝，一片片鲜嫩的花
瓣，娴静中透着清凉，翠绿间勃发
生机，让游客们流年忘返。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
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
的心海……”《栀子花开》清新
优美的旋律，成为游客们拍摄
视频的“主角”。青山绿水间，
漫山遍野的栀子花洁白如雪、
芳香四溢，在主题音乐的伴随
下，游客三五成群徜徉白色花

海，或闻香赏花、或拍照留念、
或丛中走秀，感受着花香飘过
的舒适与惬意。花海中，游客
们拿着手机、相机，寻找最佳的
角度、选择动听的音乐、摆出最
美的姿势，与盛放的栀子花合
影、拍视频。镜头前，家长们带
着孩子前来赏花拍照，热闹的花
海增添了许多童趣。林道上、小
路边，还有不少身着汉服的传统
文化爱好者信步赏花，成为点缀
花海的一道别样风景。

据了解，栀子花不仅可供观
赏，也可熏茶、提取香料、做羹
果、入膳食。果实可榨油，果皮
可制作成染料，花、果、叶、根皆
可入药。

邓元泰镇栀子花开迎客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唐高远 实习生 熊敏闵
王笑笑） 6 月 8 日，市博物馆开展了

“浓情端午 ‘粽’享味来”主题活动，
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让广大青少
年儿童感受端午节的习俗和丰富的文
化内涵。

活动开场，播放了动画短片，让在
场的孩子们了解屈原和端午节的来
历。随后的传统文化知识讲座中，主
持人通过问答互动的形式，将端午节
的由来、习俗、端午节诗词等文化知识
娓娓道来，让孩子们深深感受到中华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传统节日中
蕴含的爱国情怀。

共绘龙舟巨画环节，市博物馆工作
人员准备了端午简笔画空白画报，让孩
子们一起为龙舟穿上漂亮的“衣裳”。
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出心目中绚
烂多彩的端午龙舟。他们笔下的龙舟，
有着威武的龙头和五彩的鳞片，身着鲜
艳服装的划龙舟队伍奋力划桨，劈波斩

浪。一艘漂亮的龙舟，传递的不仅仅是
一份节日的祝福，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种弘扬和传承。

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自然是粽子，
伴随着阵阵欢笑声，包粽子活动开始
了。在家长们和包粽子能手的精心指
导下，孩子们精神饱满、劲头十足，手
中粽叶舞动，彩绳穿梭，卷粽叶、装糯
米、放馅料、裹紧扎绳等动作一气呵
成。不一会工夫，一个个棱角分明的
粽子成型了。通过包粽子，孩子们不
仅锻炼到了动手能力，亲手体验了包
粽子的快乐，而且对端午民俗文化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端午节的知
识，还动手包了粽子，收获很大。”大祥
一小三年级学生唐可馨笑着说。家长
姚莎介绍，参加这个活动，想让孩子更
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激发他的爱国
热情，在传统民间文化的滋养中，提升
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

袁致远小朋友身着古装参加活

动，和端午的主题十分应景。虽然袁
致远从来没有包过粽子，但是根据妈
妈教他包粽子的步骤，他尝试着包出
了一个完整的粽子。袁致远说，通过
这个活动，他认识了屈原，学习了很多
端午的习俗。

浓情端午 “粽”享味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王霞 林彰楚） 6 月 7 日，
市文化馆举办了一场以“悠悠粽情
话说端午”为主题的“我们的节日·端
午”传统文化体验活动。30多名市民
参与其中，了解端午习俗、一起包粽

子，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端午节文化分享环节，市文化馆

工作人员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和习
俗，随后通过播放音乐传粽子的方式，
邀请在座的市民分享关于端午节的诗
词，找寻端午的文化之根。在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大家学会了端午节的古
诗手势舞《端午即事》。

包粽子现场，工作人员把提前泡
好的粽叶、糯米等材料摆放在桌子
上，大家围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封
口、捆扎，巧手翻飞。一会儿工夫，一
个个形状各异、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
型了。活动过程中，大家分工合作，
互帮互助，一边切磋包粽子的技巧，
一边分享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和故事，
现场粽叶飘香，欢声笑语不断，其乐
融融。

“虽然现在买粽子吃很方便，但我
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动手，在包粽子的
过程中，对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市民洪小丽激动地说。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端午氛围，同
时也让群众深切感受到了中华传统节
日的文化魅力。今后，市文化馆将继
续围绕群众需求，依托端午、中秋、国
庆等重要节庆假期，策划打造一系列
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共话端午节 欢乐“粽”动员

▲孩子们绘龙舟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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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邓飞 海岚 实习生 熊
敏闵） 5 月 30 日，邵阳县第一高级
中学教室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邵
阳县非遗保护中心组织的非遗进校
园活动正在火热上演，生动的现场和
精湛的技艺为学生们带来一次别样
的课堂体验。

活动现场，邵阳蓝印花布传承人
王坚通过生动讲解和现场演示，向师
生们详细介绍了刻板和刮浆的制作技
巧和艺术特点，指出蓝印花布的魅力
不仅在于其独特的图案色彩，更在于
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体
验环节，学生们参与到刮浆制作中。
经过一番努力，学生们完成了自己的
刮浆作品。这些作品整齐干净、图案
栩栩如生，充分展现了蓝印花布艺术
的独特魅力。通过体验，学生们不仅
对蓝印花布的技艺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而且深刻体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
和意义。

邵阳布袋戏传承人唐平清在三尺
见方的戏台里，一个人同时完成吹、
拉、弹、耍，表演了经典的剧目《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武松打虎》。精湛出色
的技艺、妙趣横生的情节，深深地吸引
着在场每一位观众，他们情不自禁地
连声叫好、欢呼，不时报以热烈的掌
声。表演后，唐平清教学生们如何操
控木偶，在他的指导下，一个个像模像
样地表演着。

剪纸传承人何三叶向学生们讲解

了剪纸的历史和制作技巧，学生们听
得聚精会神，眼神中透露出对这门古
老艺术的敬意和兴趣。随后，学生们
拿起剪刀和纸，互相交流心得体会，小
心翼翼地剪下一片片窗花图案。

棕编传承人刘拥军讲解棕编的历
史文化，同时拿出众多趣味十足、非常
吸睛的棕编作品供学生们欣赏。在孩
子们的惊讶声中，刘拥军讲解了棕编
的编制手法和要点，教学生们编制“小
蚂蚱”的方法。一片片棕叶在学生们
的指尖来回穿梭，很快，一只只活灵活
现的“小蚂蚱”便制作完成。面对自己
亲手编织完成的小物件，孩子们爱不

释手，并对这项传统手工艺表达了喜
爱之情。

学生们表示，他们参与到非遗技
艺中来，近距离体验了非遗魅力，感受
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激发
他们对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
在他们的心中种下非遗的种子，增强
了他们保护传承传统文化、传统技艺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非遗项目进校园 传统文化代代传

▲唐平清教学生们如何操控木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