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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假期虽已结
束，但是浓浓的年味儿并未散
去，充满传统文化魅力的元宵节
为我们带来了另一场文化盛
宴。正月十五日晚，蒙蒙细雨滋
润着梅城的街头，但并没有影响
人们雨中闹元宵的兴致。梅城大街小
巷，到处张灯结彩，鞭炮声声入耳，烟花
处处绚烂，一派祥和欢乐的景象。

吃汤圆盼团圆
元宵佳节，亲人围坐，吃一碗热气

腾腾的汤圆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传
统，也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习俗。很多
人千里迢迢赶回家中，不过是想与家人
团团圆圆、幸福美满。

据史料记载，关于元宵节吃元宵的
最早记录见于宋代，当时称元宵为“浮
圆子”、“圆子”、“乳糖元子”和“糖元”，
因元宵节必食“圆子”，所以人们便用元
宵命名之。北方人称“元宵”，而南方人
称“汤圆”。汤圆和元宵，在大多数人印

象中，只是南北方叫法不同，其实不
然。“元宵是在糯米粉里滚出来的，汤圆
是包馅揉出来的”，南方汤圆是逐一手
工做成的，馅料是软的，而北方元宵馅
料预先制好，晾干并切成小四方块，然
后置于箩筐中裹上糯米粉反复摇滚即
成。北方元宵多为甜馅，有白糖、豆沙、
芝麻、山楂等类，南方汤圆则甜咸、荤素
皆有，种类更加丰富多彩。

对闽清人来说，“摆元宵”习俗由来
已久。摆的不只是元宵，还有各式佳
肴。每年正月十五，梅北首社、毓麟宫
等处，早早地就摆上了各式大餐，有水
果类，各种各样的点心类，还有烧乳猪、
鸡、鸭等。一盘盘精美绝伦的菜肴，吸

引了无数人驻足观赏，不知让多少孩童
垂涎欲滴。

赏花灯猜灯谜
俗话说“年三十的烟火，正月十五

的灯”，元宵节赏灯必不可少。街道上、
公园里一串串大红灯笼高高挂起，虽然
今年梅城的花灯不如去年壮观，但依然
值得观赏，而赏灯的最佳去处当属文
庙。吃过晚饭，随着人潮涌动，还未进
门，就看到了文庙里那流光溢彩的花
灯，它不是公园街道上那种流行的圆形
灯笼，而是传统的八边形，上面绘有花
草人物，颜色通透，形态各异，栩栩如
生，让人流连忘返。

赏灯的同时，与三五好友共猜灯谜

才显雅趣。文庙两侧走廊里，
挂满了一条条彩色的灯谜，下
面挤满了兴致高昂的男女老
少，有人苦思冥想，有人在和
家人朋友讨论，还有人拿起手
机百度了起来。而今年的猜

灯谜活动更具新意，将禁毒、扫黑除恶、
历史等各方面知识融入谜面，在灯会现
场开展有奖竞猜，活动吸引了上千名群
众踊跃参与。“南北对话献一言”“保一
方 平 安 ”“山 区 变 了 样 ”“愿 为 市 鞍
马”……一个个有趣的灯谜可难倒了不
少“英雄好汉”，现场的气氛异常活跃，
大家一起赏花灯、猜灯谜，在欢闹中共
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碗热腾腾的汤圆，一片绚烂的烟
火，一个有趣的灯谜，一家人团圆相聚
……热热闹闹，团团圆圆，这就是中国
人对元宵节的期望。

（本报记者 吴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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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21日是正月十七，一年一度的坂东“十八
坂”迎来了开市的日子。周边居民一大早便来赶圩，街道上
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购买花果苗木成为新风尚
坂东“十八坂”由来已久。据了解，“十八坂”传统圩日

自清末出现以来，至今已有180多年历史。以往每到圩日，
市场上各种农具杂物应有尽有。对于从事农业活动的百姓
来说，去圩市上添置一两件家用农具就显得很有必要。随
着经济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大提高，到“十八坂”专
买农具的人明显少了。

如今的“十八坂”虽然墟集依旧，但农产品的分量越来
越少，反倒是五花八门的商品越来越多，“十八坂”也从“农

具圩”发展为“百货圩”。
走在人流涌动的街道上，两侧五花八门的商品让人看

得眼花缭乱，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一应俱全。可以说，只
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前来赶墟的人大都没有
空手而归的，你总能从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找到你需要的东
西。而今年较热门的产品当属花果苗木了，像红心柚、百香
果、茶花、三角梅等苗木尤其受到群众的青睐。

“每年十八坂我都会来逛逛的，买一些需要的东西。今
年也没有空手而归，买了几棵红心柚苗，打算趁开春种下，
三四年就能结果了。三角梅开得也相当好看，还准备买一
些三角梅种在家门口，也让家里变得漂亮一些。”来自塔庄
的廖先生告诉记者。

“三下乡”活动让群众暖心又开心
圩日现场，“三下乡”活动是今年十八坂的一大亮点。

民德路两旁，由县直各相关单位组成的三十余个“三下乡”
宣传服务队在此“摆摊设点”，为广大群众提供医疗义诊、法
律宣传、科技咨询等相关活动，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特别是医疗服务台前，挤满了前来
咨询、诊疗的群众。今年68岁的刘阿姨是坂东本地人，听
说今天有县总医院、中医院、六都医院等闽清各大医院共同
来义诊，就早早地在展台前等候了。

“我有时候经常会头晕，血压会不会很高啊？”“阿姨您
坐下，我来帮您量一下血压。”医务工作人员为她量了血压，
告诉刘阿姨不必担心，血压正常，并细心地告诉她平常应该
怎么健康饮食、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加强锻炼等等。刘阿姨
听了医生的话，立马放宽了心，满意地离开。

闽清特色小吃评选推荐会受群众青睐
“闽清特色小吃评选推荐会”是今年“十八坂”商贸文化

旅游节的另一亮点。此次推荐会由县政府牵头组织，县工
业和信息化局主办，塔庄镇、县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协办，在
塔庄七叠温泉景区顺利举行。来自16个乡镇推荐的48道
特色小吃在这里一一亮相、竞相角逐，吸引了周边不少群众
前来品尝、鉴赏。

在评委团的严格评选下，糟菜上排汤、闽清土粉蒸、炒

糕、芋仔丸、橄榄猪肚荣获“闽清名小吃”称号；省璜香糟鸭、
笋滑、牛奶仔根炖全番鸭、山茶油炸油饼、白玉呈祥、泥鳅粉
干、炒白粿、手炒年糕、米籽、鸡汤面获得“闽清特色小吃”称
号。

据了解，此次评选推荐会是以传承弘扬闽清地方特色
小吃、深入挖掘闽清特色美食文化为宗旨，通过大赛提高传
统厨艺、创新制作工艺，打造地方特色小吃品牌，将闽清特
色美食和精准扶贫、农民增收有机结合，把闽清特色小吃做
成富民产业，并带动美食旅游的发展，实现闽清小吃产业、
文化旅游产业共同发展的目标。

（本报记者 吴俊青 王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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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普及古典音乐，加强艺术交流，促
进闽清古筝艺术的繁荣，2月18日，著名古筝教育

家、中国民族器乐学会闽筝传承研究会会长、福建
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陈茂锦专程来到闽清朝阳筝

艺工作室，与闽清古筝爱
好者零距离授课、交流，
为他们奉献了一场难得
的听觉盛宴。

活动中，86 岁高龄
的陈茂锦为我县喜爱古
筝艺术的老师、学员授
课，他深入浅出地介绍古
筝艺术的流派及特点，耐
心细致解答爱好者的提
问，精辟地讲解古筝名曲
的特点和欣赏要领，并现
场为学员的表演做讲评，
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和
努力的方向，并亲自示范
演奏名曲，使大家受益匪
浅。 （余兆铿）

著名古筝艺术家来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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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在购买红心柚果苗 医务工作人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

各大厨师在进行厨艺比拼

圩日现场游人如织

元宵夜的浮桥头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