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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传统节日Z

“拗九，拗九，掼粥掼到旗汛口，想起我家

打风掉雨送我去学校。”

“拗九，拗九，掼粥掼到大桥头，想起我梦

中都是我的二个老。”

……

“一碗甜甜的拗九粥，一箸一瓢羹都是孝。”

拗九节，又称“后九节”“孝九节”和“送穷

节”，是福建福州特有的传统民俗节日。这天清

晨，人们会用糯米、红糖和拗九粥祭祀祖先、孝

敬长辈。

而这也成了福州市政协常年都会举办活动的

一个特殊节日。

今年，为进一步弘扬闽都优秀传统文化，福

州市政协携手温泉街道汤边社区等党建联盟单

位，在汤边社区长者食堂举办了“拗九送祝福

志愿暖人心”——2024 年“我们的节日·拗九

节”主题活动。

活动当天，市政协机关食堂专门为社区老年

人精心熬煮了“拗九粥”，并邀请来自温泉小学

的小志愿者们献上音乐朗诵等表演，让老人们吃

着“福粥”，观看小朋友们的精彩表演，现场洋

溢着和谐温馨的氛围。

时隔一天，在远洋情书阅读空间市区政协共

建委员联系点，市政协还联合开展了图书捐赠及

民俗文化讲座活动。其间，通过“拗九节”传统

民俗专题文化讲座，委员与社区群众面对面交流

座谈，围绕养老、医疗等方面展开热烈讨论，提

出了长者食堂提供配送服务、为老年群体送餐上

门等建议，全面倡导尊老爱老的优秀传统美德。

与此同时，从开展“博物馆里读中国——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活动，到打响“福籽同心结伴行”品

牌，再到市区两级共建委员联系点组织开展非遗

专项视察……福州市政协持续助推全市加强传统

节日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好新时代优秀民俗文

化，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在福州市政协围绕

“福州历史文化街区祈福文化空间布局与文旅开

发”开展的“榕你来商量”微协商活动中，政协委

员、专家学者亦纷纷呼吁，要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更好地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和活化，保留中

华文化基因的同时，让历史文化街区更有“福”。

在福州市政协常委鲍习羽看来，要将福州非

遗与“福”文化相结合，加快打造一个可持续的、人

人可参与的文化节，不断提升“福”文化影响力，并

将“福”文化纳入福州旅游线路中。

“要加快挖掘福文化丰富内涵，用‘动态’

与‘静态’两种方式呈现，如设置‘福’文化展

示馆、博物馆、祈福文化场所、艺术作品和文创

展示等‘静态’方式，并在街区分区域、分时段

进行传统习俗展演、非遗展示、戏曲表演等‘动

态’形式，增加游客的互动体验。”福州市鼓楼

区政协委员金敏如是建议。

“近年来，福州全市着力打响闽都文化国际

品牌，大力推动‘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取得一定成效。”福州市政协主席刘卓群建议，

要进一步凝聚“福”文化发展合力，尤其是深入

探索挖掘福州特色的文化和民俗资源，通过传统

与创新相结合，让传统节日更具吸引力，让传统

文化民俗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进而全面发展

“福”文旅经济。

凝聚“福”文化发展合力
——福州市政协助力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

本报记者 王惠兵

以传统节日为载体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悠 悠 天 宇 旷 ， 切 切 故 乡 情 。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

节寄托着人们对阖家团圆的美好

期 许 ， 也 承 载 着 浓 浓 的 家 国 情

怀，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

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

创 造 和 延 续 的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

战略高度，引领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 创 新 性 发

展，在新时代绽放新风采。

如何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

文化的优秀传统？各地政协和政

协委员既有思考也有行动。

编 者 按

庞静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政

协委员，担任巴林左旗契丹街社区政协委员

工作室负责人，也是社区党支部书记。这几

天她正忙着组织社区的中秋节活动，还请来

了下沉到委员工作室的其他政协委员帮忙。

“通过志愿服务大集，宣传传统节日文化，开

展义诊、义务理发、磨剪刀、磨菜刀等活动，让

大家在聊天唠嗑中增加了解。”庞静说。

契丹街社区是一个多民族集中聚居的社

区，5000 多名居民中，超过一半是少数民族，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是社区工作中一项十分重

要的内容。巴林左旗政协委员工作室成立以

来，负责人庞静在走访居民的过程中发现，社

区居民虽然民族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是大

家都很重视传统节日，于是她想到运用传统

节日这一宝贵资源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每到端午节，契丹街社区委员工作室就

会联合社区在“幸福大院”几棵老榆树的浓荫

下摆上餐桌，邀请居民们欢聚一堂。今年 6

月 7 日，居民们端着自家的拿手好菜再次如

约来到社区，中午时分，一年一度的端午百家

宴开席了。汉族的饺子、蒙古族的手把肉、回

族的油香……各民族、各种地域特色菜品纷

纷亮相，社区组织大家共同包的粽子作为压

轴菜也上桌了。邻居们围桌而坐，分享美食

烹饪过程、交流美食心得、品尝香糯粽子、诉

说生活点滴……现场不时传来阵阵喝彩声、

欢笑声。“百家宴活动非常好，拉近了社区与

居民、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彼此之

间的感情，很有家的氛围。”契丹街社区居民

史景兴满意地说。“有些刚从牧区搬上来的居

民在这样的活动中认识了新朋友，融入新的

环境中，邻里关系更加和谐，因为孩子间打闹

等 琐 碎 小 事 闹 矛 盾 的 现 象 明 显 减 少 。”庞

静说。

“传统节日”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

化意义，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和民族情

感的凝结，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重要载体。近年来，巴林左旗政协以弘扬传

统文化为抓手，以“我们的节日”活动为载体，

打造“石榴花开‘邻’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特色品牌。依托委员之家、委员工作

室平台，鼓励和支持委员们深入挖掘传统节

日、民俗、非遗等文化资源，让传统节日文化

焕发新的活力。有的政协委员发挥特长，在

传统节日期间义务为居民表演歌舞戏曲、皮

影戏等；有的根据节日主题组织居民诵读古

诗词；有的结合春节、七夕节、端午节等传统

节日特点，教授居民学习编织等传统手工艺，

居民群众在领略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也感

受着民族团结的力量和温暖。

激活传统节日里的“邻”聚力
——内蒙古巴林左旗政协委员工作室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菅海霞 王晓辉

掷筊定吉日、提前造王船、祭祀、烧王船化吉

……地方特色鲜明的“送王船”，是闽台沿海传承

了 600 多年的传统节日和民俗，随着闽南人“下南

洋”传播到东南亚各地。

“送王船”是闽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厦门是公

认的传承“送王船”民俗的中心区域。2020年 12月

17日，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

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探索出“跨国联合申遗的厦门案例”，也是以传统文

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实践。

2016 年初，民盟厦门市委会将《关于传承送

王船文化暨建设吕厝民俗村的建议》列为重点课

题，派课题组成员拜访马来西亚国家级非遗传习

单位马六甲勇全殿，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课题

组还先后赴同安吕厝、海沧钟山等地进行实地调

研，走访传承人、村民和文旅部门，听取意见建

议。在形成课题报告的基础上，同年底，结合同安

吕厝华藏庵第 151 届送王船文化节颂典仪式，民

盟厦门市委会与市文广新局联合主办“共同推进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研讨会”，这场全国性研讨会

直接推动了中马“送王船”联合申遗进程。

之后，市政协民盟界别提交相关提案，建议以

建于 1398 年的华藏庵为主轴，在社区核心区域建

设闽台送王船民俗文化园，加快送王船民俗申遗

的步伐，整合高甲戏、拍胸舞等民俗文化资源，扩

大旅游市场。在提案推动下，“送王船”传习中心

华藏庵陆续获得资金支持，建设“王船广场”等交

流场所。

经多方努力，中马“送王船”联合申遗成功。

2020 年底，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指导，民盟厦门

市委会参与承办的“走向海洋——闽南海洋历史

文化研讨会”在厦召开，民盟厦门市委会精心准备

提交 5 篇主旨发言，从多角度深入探讨了申遗后

保护与传承闽南海洋文化的路径。

此后，市政协民盟界别继续以撰写提案、实

地考察等多种方式持续推动以“送王船”为代表

的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陆续提交了多

件提案，大部分建议得到提案承办部门的采纳和

推动。

以传统文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厦门市政协民盟界别持续助力“送王船”民俗保护与传承

本报记者 照宁

“在临近中秋节的日子里，深刻感受中国的

家庭观念和文化传统，让我对中国的文化有了更

深入的理解。”“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中秋节，

但我相信这种希望和家人朋友时常团聚的节日愿

望是全世界共通的。”……

9 月 12 日，2024 江西省中外人文交流中秋联

欢会暨第十一届江西省外国留学生汉语大赛颁奖

仪式在南昌举办，此次联欢会以“共赏中秋月

同话赣鄱情”为主题，来自 38 个国家的近 200 名

中外师生沉浸式体验活字印刷、漆扇绘画、中秋

灯谜、香囊制作等趣味互动，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之美。

这仅是中秋佳节前后在南昌举行的系列文旅

活动之一。南昌市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推动传统文

化项目丰富旅游活动，如举办“龙腾盛世 花开

满江”——2024 年南昌市迎春烟花晚会，承办

“甲辰龙腾·盛世中华”全国龙舟大联动赛事

——2024 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等，以“传统文

化体系+旅游平台”“传统文化要素+社会普及”

“传统文化项目+立体宣传”，提升传统文化在文

化产业发展中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两年来，市政协分别将“促进文旅消费高质

量发展”“丰富活跃群众性体育活动”“创新性发

展南昌优秀传统文化与做大做强我市文化产业”

等“文化+旅游”“文化+体育”类议题列入年度

协商计划，并通过常委会会议协商、“洪城协

商·委员市长面对面”协商等形式，推动委员建

议落实落地，助力南昌“文化+”产业做大做

强，实现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精准提出问题、深入分析原因，对策建议

有质量有水平，彰显了大家一种文化自觉，也增

强了做好南昌文化工作的信心和底气。”在市政

协“创新性发展南昌优秀传统文化与做大做强我

市文化产业”专题协商会上，市委常委、市委宣

传部部长李松殿要求相关部门全面梳理、积极吸

纳运用好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助力南昌走好以文

铸城的融合发展之路。

“‘豫章故郡’的美誉不仅彰显了南昌的历

史地位，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刘薇委

员看来，如何创新性地发展南昌优秀传统文化和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她

建议，将南昌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经营的

文化产品和服务，注重文化内涵的植入和提升。

具体来说，在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深入挖掘南

昌历史文化内涵，提供有深度的文化体验。在文

化创意产品设计中，融入南昌特色文化元素，体

现文化特色。

“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除了内

容上不断转化创新、推陈出新，在表达形式上也

要鼓励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艺术、设计等领域

融合，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产品。”吴晶

委员建议，发挥“文旅+”融合效益，通过“讲

故事”“说文化”“谈体验”等方式，策划一批富

有特色、贴近市场、反响较好的特色文旅活动，

采取“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上+线下”等宣传

渠道，多角度、全方位开展系列营销推广活动，

鼓励发展新型文旅消费业态，原生态展示南昌文

化旅游特色，多维度展示南昌文旅形象。

让传统文化更契合现代文化需求
——江西南昌市政协委员建言“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本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张恒立 付荣帅

登天坛极顶，赏中秋明月；访老街古道，品乡间美食；逛中国猴

山，寻西游奇缘……中秋佳节期间，河南省济源市把节日、文化、美

食与旅游相融合，消费场景不断推陈出新，再次掀起旅游消费新

热潮。

在欢快热闹的背后，有济源市政协弘扬传统节日、加强传统文

化保护、助推济源文旅发展的履职身影。

济源古庙会文化源远流长、传承千年，如源于济水文化的济渎

庙会、卢仝故里举办的清明会、小满节气延伸出的小满会等。然

而，济源古庙会在热闹之余，也存在文旅衍生产品较少、活动策划

缺乏创意等问题。

为此，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立足将古庙会文化与传统节日、节

气有机结合的角度，组织委员调研协商，通过提案、反映社情民意

信息等方式，提出“打造济源古庙会品牌”“恢复发展南姚、勋掌等

古集庙会，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增强庙会文化创意，打造城市文化

地标”等建议。

如何让非遗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和文旅融合中焕发活力，也

是市政协一直关注的话题。“支持院校和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传承教

育实践”“数字化全息展示，从创意性、审美性、功能性等方面优化

文创产品”“把非遗保护传承和节日文化服务的优质供给有机结

合”……委员们通过一条条真知灼见，助推“非遗+节日+文旅”高

效融合。

传统节日文化“活起来”“强起来”，要从把家底“搞清楚”“弄明

白”开始。市政协坚持“三亲”原则，系统挖掘整理济源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编撰出版《济源历史文化精编》《济源古代文化研究》等，

为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扎实基础。

此外，依托市政协“文史讲堂”等平台，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家深

入基层和群众，讲授济水文化、王屋山文化、传统节日文化，走进社

区和乡村，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以戏曲、诗会等形式传播

节日文化。

市政协委员、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党委委员史卫东向记者介

绍说，济源市每年文化和旅游品牌活动都在 20 场次以上，依托丰

富多彩的节会活动，把活动流量转化为游客“留量”，有效提升了济

源知名度。

“下一步，我们要充分利用政协优势，继续探索‘以节为媒’发

展路径，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不断助推济源文旅产业发展。”市政协

文化和文史委主任薛玉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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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妙源村的梧桐祖

殿，是目前已知国内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春神

殿。衢州市的“九华立春祭”，是目前国内最负

盛名的立春祭春仪式，整个祭祀活动保存了完整

的民间立春接春、祭春仪式。

2001 年，为躲一场大雨，正在参与浙江省

旅游普查工作调查的民俗学者汪筱联在九华乡妙

源村发现了梧桐祖殿。为把美丽的神话和民俗传

统文化找回来，柯城区及时恢复了九华梧桐祖殿

立春祭祀的习俗：2004 年，民间修复庙宇并复

原春神像；2005 年，梧桐祖殿恢复立春祭祀活

动，到今年已连续举办多年。2011 年 5 月，“九

华立春祭”被国务院批准进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衢州市政协委员、柯城区政协

主席叶美峰告诉记者，“2016 年 11 月，以‘九华

立春祭’等为代表的中国‘二十四节气’被正式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如今，虽然农耕的生活场景正渐渐远

去，但由其催生出的节气仪式，仍在这片土地上

生根游走。这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传统民

俗仪式的宝贵遗存，对于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

统、弘扬民族精神有着重要意义。”

以“九华立春祭”为引线，衢州各地源远流

长的节气文化传统活动得以从乡野深处走出来。

妙源村开展“民生议事堂·柯城议项”协商活

动，来自浙江省、市、区三级的政协委员、“九

华立春祭”非遗传承人、文化专家、职能部门负

责人、村民代表以“打造‘二十四节气’核心景

区项目”为主题开展协商。会后，市政协整理形

成相关协商意见，获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近几年，妙源村开辟了以“九华立春祭”为

主题的研学线路，打造了不少文创产品，带动了

民间老艺人和剩余劳动力就业，还扩大了文化消

费，文旅融合之路越走越有信心。

衢州市政协主席方健忠表示，“我们传承立

春祭这样的传统习俗，不仅是复制祭祀的形式，

更要赋予民俗生命力，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诸如

打造‘衢州好时节’等节气品牌，以文化力量助

力经济发展，使古代优秀文化焕发出绚丽光彩，

激荡起经济社会发展的滚滚春潮。”

打响“衢州好时节”节气文化品牌
——浙江衢州市政协助力“二十四节气”传承创新

本报记者 鲍蔓华

▲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政

协社会和法制委联合广福街道广

惠社区 、义工联举行“明月有约

趣味中秋”亲子主题游园活动。

廖小兵 刘红梅 摄

◀ 山东省邹平市黄山街道

月河社区举行制作创意民俗玉兔

灯笼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董乃德 甘俊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