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是人们祛病防疫
的节日，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
日节、五月节等。“五月端阳节，家家粽子香。”
端午节包粽子、吃粽子，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里别具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被列入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今年端午节即将到来之
际，寿宁团县委、寿宁在线、三峰寺、寿宁中通
快递联合开展“端午粽动员·美味全国送”系列
公益活动，引起了网友和市民的极大关注。

福粽免费领粽子免费寄

5月 21日，“寿宁在线”网站开设了临时版
块：“端午粽动员·美味送全国”，开启端午节系
列公益活动。“活动包括：进行‘千年古刹粽飘
香，义赠世间有缘人’微信投票获得相应票数
的网友可获得由三峰寺送出的相应数量福粽；
寿宁中通快递公司出资五万元，为所有外寄粽
子的寿宁人提供包邮服务；免费送粽子给光荣
院的老人；三峰寺包粽志愿者“粽”艺大比拼。”
活动发起人之一的寿宁在线站长袁晓昊介绍。

5月 24日下午，经过精心准备，“千年古刹
粽飘香，义赠世间有缘人———3000个福粽免
费领”活动投票端在“共青团寿宁县委”官方微
信上正式启动。网友纷纷通过微信报名参加活
动，并发动各自微信好友通过关注“共青团寿
宁县委”的官方微信号 sn_gqt为自己投票。
“为了让更多人获得有平安、消灾等美好祝
愿寓意的‘福粽’，参加活动的网友不限地域。
从报名情况看，有本地的，有远在山西太原、北

京、上海、黑龙江等地
的。”袁晓昊说。“只要在
6 月 15 日前通过微信投
票，每拉满 5 票即可获得
一个粽子或香包，最多可
获得 6 个粽子和一个香
包。抢粽大王（票数第 1至
10名的）另外奖励由三峰
寺释顿超住持亲自包的
福粽十个加相应奖品。以
上粽子还提供全国包邮
（除寿宁地址外）服务。获
得粽子的网友只要把收
件人详细地址、电话发送
到寿宁在线微信‘snlife’，
寿宁在线就用真空袋包
装并装箱后用中通快递
免费寄送。”
网友 perhaps在投票端开启时，就将自己的

投票信发布在朋友圈上，并建立临时微信投票
群，在前 7天时间内就争取到了 200 多个票
数。“福粽具有特殊的美好寓意，希望为全家人
都争取一个。”她说。
“截止 6月 15 日投票结束，共有 305 名网
友报名参加活动并获得相应数量福粽，上万人
次为本次活动投票。”袁晓昊说。“随着端午临
近，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将棕子送到寿宁在线总
部办公室，我们将用真空袋打包后统一送到寿
宁中通快递给予免费寄送。截止目前，已为
100多个市民免费邮寄。”

百人两天制作
三千福粽

6 月 12 日，千年
古刹三峰寺宽敞的
走廊内，住持释顿超
和 30 多位大妈们正
在边包福粽边诵经
祈福。只见大妈们扯
出几片苇叶，折成漏
斗状，装入糯米，埋
入豆沙馅，随后将多
余的苇叶折回，再麻
利地用坚韧的棕绳
绕过绷紧、系结，动
作娴熟利落、一气呵
成，一会儿一个棱角分明的小粽子就包好了。

此前，三峰寺备好了苇叶、糯米、豆沙馅等
原料后，远近的大妈志愿者们听说三峰寺要包
福粽，就早早赶到寺内帮忙，她们都是三峰寺
的住家信徒。“为了让粽子口感更好，她们买了
很多红豆煮，煮完后用手工磨成末，加上白糖
一比一勾兑做成圆馅。”三峰寺住持释顿超说。
纪念传统节日，传递乡情亲情。“端午粽动

员·美味全国送”系列公益活动不但让寿宁市
民享受到三峰寺福粽、免费寄粽子的福利，而
且引切中了许多网友的泪点，引发了思考和热
议。

@小编佳佳说：“端午是寿宁人的大节日，家
中要早早准备好裹粽子。传统的寿宁粽子完全
来自山野的自然味道。裹粽子是一年之中的大
事，小时候家里一个月前便要开始准备。山城
之民，一切皆来自山的赐予：先是上山摘大小
合适的粽叶，洗净煮沸后晒干，要用时再用清

水浸泡；还有最重要的植物碱的来源———要砍来山
上含碱的灌木，烧成灰，加水煮后过滤掉灰渣，在灰
水里泡上本地所产糯米。童年时最爱吃母亲做的赤
豆馅丸子，每到家中裹粽子日就在厨房里“巡视”，
伺机偷几个，满足于那满口香甜，等到母亲发现赤
豆丸子少了几个，也只好多裹几个碱水粽子了。住
在老屋时，煮好的粽子便往通风良好的厅堂前屋梁
下一挂，可以随时剪一个下来吃。说来奇怪，也许是
因为植物碱的功能，炎炎夏日，这样的粽子可以在
梁上挂一个多月。端午前后，要是到寿宁乡间一走，
许多人的厅堂前都这样挂着一提提的粽子。”

@息事宁人：看到香气与福气了。
@缘份在天：福棕平安。
@福建特产：粽子多米粒，有多子多福、多富多

贵之意。糯米相连，有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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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狗尾草，一棵棕榈树，一条小木
条，一段小竹管……这些随处可见事物，
都是当年经济不富裕的人们童年里相伴
的玩具。时光流转，白驹过隙。随着社会的
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的孩子们最
熟悉的玩具多是变形金刚、芭比娃娃。在
时间的长河里，人们如今可还记得那儿时
的“老玩具”?

日前，寿宁在线网友“春来草自青”在
寿宁在线网站上贴出了一篇《儿时的这些
自制玩具，你还记得吗？》的贴子，莫名切
中许多网友的“泪点”。
“棕叶小蛇是我最常编制也是最喜欢

编制的一个玩具。编制方法非常简单，玩
起来却很有趣。一片棕叶，去了叶梗再对
开撕成四条，两两交叉编在一起后合并编
完一个筒状即可，形似一条张着大口的短
蛇。经常用它诱骗同伴：伸一个手指头到
筒里，末端用力一拔，放在里面的手指被
牢牢锁住。经常乐此不疲地玩这个游戏。”
“老家山野里的竹子很多、大小各异，

可以用它制作各类玩具。‘竹蜻蜓’就是大
家最喜欢的一种。制作时两边叶片要削得
对称，还要尽量轻薄以减轻重量，还要考
虑叶片的扭曲方向，考虑搓揉放飞时是习
惯哪只手先出去。”

……
帖子不仅贴出了制作“老玩具”原

材料的照片以及做好的“老玩具”，如板
车、作废的旧铜锁做的“乐器”等，还详细
描述了各种“老玩具”的制作过程、玩法

等，让人仿佛穿过记忆的墙，回到快乐的童
年。贴子上网后，网友们纷纷回复，留下自
己对“老玩具”的深深记忆。
“狗尾巴草、自制弹弓、板车……满满

都是儿时的回忆。爬树掏鸟蛋，上山采野
果，下河摸鱼虾，田埂间嬉戏打滚，那时候
不分男女，各个都是野孩子，纯真的笑声时
常回荡在乡间，虽然是 90 后，但作为农村
的孩子，还是享受到了这份最纯真的童
年。”
“‘臭籽铳’、‘竹蜻蜓’，已经尘封的儿

时记忆浮上心头。山中自有另一方天地，而
今城市的喧嚣，无处觅得小时家乡的童
趣。”
“回味无穷，那时的孩子们确实有创造

力。啥时候带上孩子，去感受一下农村孩子
的生活。”
“翻看 QQ空间中往日照片和日志，一

张 2009 年 9 月和 2 岁的孩子在韶托水库
游玩时孩子拔狗尾草的照片以及当时写下
的文字，让我感触良多，慢慢地就写出自己
小时候利用乡野间常见的植物、家里不用
的废物制作出的二十多种‘老玩具’的回
忆。”网友“春来草自青”告诉笔者，他觉得
这蛮有意思和意义，因为平日里孩子对给
他制作的一些简单玩具总有很大的兴趣，
便把贴子晒到网上，让网友们在一起回忆
的同时，呼吁父母们能多陪陪孩子到乡野
行走一起制作“老玩具”，体会自己动手创
造的乐趣。

□吴苏梅缪春

三峰寺组织志愿者一起包福粽

给光荣院老人送福粽

福粽获得者领取包装好的福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