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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银银 蒋若晴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又是一年端午到。折一个纸粽
子、编两根五彩绳，再用雄黄在额头上点一个点，6月10日，
孩子们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内过了一个仪式感满满的端午
节。“吃粽子、挂香囊、雄黄点额，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些
民俗更好地记住我们的传统节日。”一旁的家长对记者说。

端午节既是中国传统节日，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今年端午节恰逢“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各地以端午为主题的文旅活动纷纷开展，寓文化
传承于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当中，让人们在享受欢乐节日
氛围的同时，体悟着端午厚重的文化韵味。

精彩纷呈的各地民俗

端午节赛龙舟，是一项流传悠久的民俗活动。在被
誉为“全国龙舟之乡”的广东省佛山市，龙舟文化底蕴格
外深厚，“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去
睇龙船……”是不少佛山人从小唱到大的童谣。

端午节前后，仅南海区各村镇的赛龙舟活动便多达十
几个，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叠滘龙舟。自6月8日起，以佛
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的多个村为分赛区、为期 4天的叠滘

“扒”龙舟赛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地村民利用岭南
水乡狭窄而蜿蜒的河道，开创了弯道竞速、水上漂移的赛
龙船“扒”法，激烈紧张的赛事吸引着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
的关注。面对龙舟赛事的盛况，佛山居民石真一向记者分
享：“叠滘的龙舟在我小时候就很有名了。我们本地人想
看都很难挤进去，很多人只能在电视上关注啦。”

粽子早已成为端午的标志性符号。6月6日，北京市顺
义区张堪农耕文化园举办了一场生动的端午文化主题游
园会，在活动现场，游客们亲手采摘下粽叶，将糯米填充在
散发着清香的粽叶之中，再用线绳缠绕包裹，现场体验了
极具生活气息的民俗乐趣。北京市密云区大城子镇碰河
寺村在 6 月 8 日开展了“初夏粽飘香、欢乐庆端午”包粽子
比赛，50 多位参赛村民捋粽叶、填糯米、压紧实、封口、扎
捆，巧手翻飞。据了解，包粽子的粽叶和绳子都是就地取
材于村口洼地的芦苇和马莲。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湖北省宜昌市秭
归县非遗小巷的居民们做粽子、绣香包、割艾蒿、编花环，
迎接端午节的到来。

双桡划出团结奋进凯旋曲

“人们爱看兰溪双桡龙舟，是因为这种龙舟全世界只
有我们这里有。”6月 10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双桡龙舟
协会会长冷新河望着兰溪河自豪地说。

双桡龙舟，是兰溪镇特有的民俗文化，通常由“两层”

人划桨，站着划的叫“站桡”，坐着划的叫“坐桡”。“双桡龙
舟一般都是一百多个人一起划，划起来非常好看，船上还
有鼓、锣、唢呐。”冷新河告诉记者。

据考证，兰溪双桡龙舟制式至宋代中期已基本形成。
清代道光年间周代炳所著《龙舟记》：“坐者缓桡而进，立者
竖桡而歌”“舟行迅疾，虽杨幺水轮不及也”记录了双桡龙
舟竞渡的精彩场面。2016年，兰溪双桡龙舟入选湖南省非
遗名录和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

“嘟——”哨声一响，桡手听鼓下桡，上下两层桨激起
千层浪，桡手、鼓手、舵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操控着
这条 100 米、可容纳 420 名桡手的“世界最长龙舟”。“前面
六排的桡手看指挥手的旗子随时变换动作，后面的桡手看
前面的桡手，把握好节奏。”“百米龙舟”指挥手汤光保道出
了比赛要领。

“龙船啰，鼓响呐，划啦划咿呀哟……”水上比赛正酣，
岸边数十万观众跟着领唱，齐声合唱《龙船调》，婉转悠扬
的兰溪山歌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兰溪山歌也是湖南省
的非遗，我们唱《龙船调》，是想要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双桡龙舟研究会会长冷益虎说。

兰溪镇沿江两岸的村落，几乎村村都有龙船，对兰溪
人来说，赛双桡龙舟代表着团结、拼搏、不服输，更是世代
传承的精神寄托。

端午的农文旅新赛道

端午节前后，全国各地各类文化民俗活动精彩纷呈，
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在体验特色端午民俗文化的同时，
带动了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6月8日到6月10日，北京市龙潭公园举行端午节系列
活动，赛龙舟、端午民俗文化展示、端午集市“端阳锦市”等
活动令人目不暇接。在龙潭公园“端阳锦市”里，一家来自
山西清徐的老陈醋摆开摊位。“自古酿醋数山西，山西酿醋
在清徐。”谈到自家的醋酿，工作人员徐女士很有信心，“您
尝尝这个30年老陈醋，入口微酸，回味甘甜，纯粮食酿造。”
徐女士告诉记者，在端午集市上非遗的酿造手艺很受欢
迎，“每天能卖一百多斤，还有很多回头客呢！”

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佩戴香包的习俗在
与当地的土族民族文化相结合之下，形成了颇具青海风情
的土族香包。2020年，当地曾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香
包“选美”大赛，大大提升了民族香包的“曝光度”，也吸引
着不少游客每逢端午节前来旅游体验“香包文化”。在互
助县垢痂巷，每年端午节前后都有不少附近村民赶来兜售
自己手工缝制的香包。“青海的端午香包非常有特色，我很
喜欢。我的小孙女属虎，我想买一个老虎造型的香包带回
去送给她。”从山东省曲阜市到互助县旅游的包女士说。

端午假期迸发的文旅热潮，展现了民俗文化市场的巨
大潜力。

□□ 崔现芳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记得小时候过端午，清早醒
来，就能看到自家门楣间插着一束艾叶菖蒲，父母忙着浸糯米、
洗粽叶、包粽子，祖母会给我佩戴裹着药草的香包，还会在我的
辫子上簪一朵火红的石榴花。多年过去，每到端午，那粽子的
清香、艾草的芬芳、榴花的明艳就会萦绕心头。

防病除疫、纪念屈原、团圆孝亲……端午节在历史长河中
一路采撷、糅合种种民俗，传承发展至今。这些文化内涵丰富
的端午习俗，赋予生活仪式感，也潜移默化地将关爱生命、爱国
忧民、重视家庭、追求团结等价值观念根植人心。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古人认为，五月是“阴阳争，死
生分”的月份。农历五月是夏至所在之月，日照时间很长，高温
高湿、毒虫滋生、瘟瘴易发，正是“禳灾逐疫”的关键期。由此衍
生出的吃粽子、赛龙舟、悬艾蒿菖蒲、沐兰汤浴、佩戴香囊、饮雄
黄酒、取午时水、挂钟馗像、焚苍术等习俗成为端午特色，寄托
着人们驱邪避疫、清平安康、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屈原正道直行、独立不倚之
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志，以及对国家、民族那种万劫不移
的忠贞之行，震撼了整个民族的心灵。古往今来，不仅为代代中华
儿女所追忆传颂，亦交织为文人墨客心间的怀古之思，成就了端午
节独特的“诗性”。那是“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的崇敬，
是“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的惦念，是“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
在世间”的哀思，更是“千古独醒魂在否，无处问，有谁招”的叩问……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将食粽、龙舟竞渡和屈原联系起来，
对端午节俗进行新的诠释。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
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
丝约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端午，粽子是少不了的主角。曾经逢节必
有的“咸甜之争”，在今天的年轻人对仪式感的追求中更显包容。“可盐可
甜”的馅料之外，杨枝甘露粽、芋泥咖啡粽、榴莲芝士粽、奶黄软心粽、佛
跳墙粽、冰激凌粽……如今的端午节正在上演万物皆可“粽”。

龙舟竞渡也是端午一景。《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
投汨罗日，伤其死所，并命舟楫以拯之……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云
旗猎猎、鼓声喧天，一艘艘龙舟劈波斩浪、竞速冲刺，人们在奋楫争先的氛
围中，体悟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

“端午比年大，女儿回娘家。”已嫁女子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娘家过端午，是端
午节的另一项重要习俗，民间称之为“躲端阳”。俗以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
诸事多需避忌，因而父母要接女儿归家躲避“恶日”。在湖北秭归县，端午甚至
比过年还隆重，这天，女儿归宁，娘家父母会准备丰盛的酒菜，邀亲朋团聚，还
会请来当地艺人进行舞狮子、耍龙灯、跳花鼓舞等表演，尽情尽兴过端阳。

端午习俗绵延千年，历久弥新。“艾草花束祝你百毒不侵”、端午礼盒开
启国潮风尚、端午民俗游亮点纷呈……如今，追求创意和松弛感的年轻人，
正在把传统的端午节玩出新花样。

端午节，是岁月的陈酿，也是沉淀着厚厚文化土层的历史河床。她蕴
藏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描绘着中华文化的共同底色，也塑造着中华儿
女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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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端午，奏响文旅融合“龙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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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为纸趣作画。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石头涂鸦比赛
在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大堰村举行，吸引众多小朋
友和家长参与。经过精巧的设计和绘画，一块块石头变成一
幅幅色彩明快、质朴自然、童趣横生的作品。图为小朋友正在
石头上画画。 李华 陈曦 摄

北京大兴区安定镇
美育课堂进稻田助推乡村游升级

插秧苗、捉螃蟹、在稻田里听一堂农耕课……6月7日，北
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在后安定村举办了特色农耕文化“迎端
午”——美育课堂进稻田活动，以农耕文化科普、农耕体验为
主题，引导传统农业向农文旅结合转型升级，为农耕生产植入
文化元素，助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当天，来自镇域内的50名小学生和20组幼儿家庭来到农
场，上了一堂农耕体验课。孩子们在稻田里学习水稻插秧知
识与技巧，了解大米的“一生”，在一耕一种中体验农耕的乐
趣，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原来插秧这么累啊，我今后一
定要珍惜粮食，再也不浪费了。”小朋友们纷纷感叹。

除了农耕体验，稻田两侧设置的桑葚、富硒西瓜等安定镇
特色农产品展位，吸引不少游客品尝购买。园内将现代文化
元素与传统农耕有机融合，设置文化打卡点、打卡墙，将地域
民俗文化有机融合。

据悉，后安定村主导产业是粮食和果树种植，总产值1200
余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50%以上。近年来，依托村内农
业资源优势，该村围绕果蔬种植、采摘，打造了农旅休闲一体
的产业链条，深入推动村庄产业经济转型，促进农民就业和村
集体增收。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 何玉琳 黄雪芬

6月10日，“大地流彩·龙腾锦江”2024年中国
传统龙舟大赛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大明边城举
行。此次龙舟赛是碧江区落实农业农村部、中国

文联关于“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
动”工作部署而推出的重要活动之一。

上午七点半，大明边城游人如织，20 多面大
鼓同时敲响，以鼓为号，迎接八方来客。身着特色
民族服饰的志愿者手端粽子，向过往的市民游客

送上最诚挚的端午祝福。上午8
点整，大赛开幕式举行。按照习
俗，端午龙舟赛启动萌娃龙睛、
龙船入江等步骤，点燃了场上队
员和场下观众的热情。

五月舟飞千帆竞，鼓声劈
浪鸣千雷。纵然天公不作美，
也不影响龙舟队员们的激情和
观众的热情。随着裁判员的一
声号令，一艘艘龙舟似离弦之
箭，破浪前行，竞相争先，铿锵
有力的鼓点与观众的热烈欢呼
声交织在一起。沿江两岸，站

满了前来观龙舟赛的市民和游客，他们纷纷为
自己支持的队伍加油呐喊，一时之间，鼓声、呐
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锦江河畔洋溢着热闹欢
乐的节日氛围。

“我爸爸是柑子冲队的队员，我也很喜欢龙舟
运动，今天特意来给爸爸加油，希望他们能取得好
成绩。”碧江区柑子冲村村民余锦鑫高兴地说。

碧江区作为中国传统龙舟之乡，历来就有举
办龙舟赛事的传统，这里的龙舟文化深入人心，融
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今年恰逢甲辰龙年，此次
比赛只举办传统龙舟赛，共有来自碧江区、万山
区、松桃县及湖南省麻阳县等地的69支龙舟队伍
在锦江河上演水上“速度与激情”。

“我们备战了一个多月，今天终于迎来了比
赛，我们已经划了一趟，成绩不是很理想，争取下
一趟划出更好的成绩。”铜兴街道柑子冲龙舟队划
手余忠骏说。

龙舟赛是展示碧江山水之美、人文之美的重

要窗口和文化名片，龙舟文化已发展成为碧江最
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早上 7 点就来了，我们都喜欢看龙舟赛，从
小看到大，年年都来为我们的龙舟队加油鼓劲。”
市民万红平说。

浪花飞溅，彩旗飞舞，龙舟飞驰。经过早上的
预赛，下午进入决赛的8支龙舟队士气大振，在浪
潮之巅展开对决。经过几轮比拼，最终碧江区吴
家湾女子龙舟队获得女子组冠军；碧江区和平稿
坪龙舟队获得男子组冠军。比赛结束后举行了颁
奖仪式和抢鸭子比赛。

据了解，2011 年，铜仁市赛龙舟被列入第三
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截至2024年，铜
仁市已成功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中国龙舟公开
赛、中华龙舟大赛、中国传统龙舟大赛等大型龙舟
赛事活动 14 次。如今，在铜仁市碧江区，赛龙舟
不仅是一场体育和文化的盛会，也成为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

山东嘉祥县
保护传承 擦靓汉画像石文化品牌

汉画像石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珍品，山东省济宁市
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被誉为中国汉画像石之首。近年来，嘉
祥县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
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让汉画像石“活”起来。

“这幅图叫伏羲女娲图，咱们看到图中女娲手持规，伏羲
手持矩，这是东汉时期借助始祖身份，来体现出规矩二字的重
要性。”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现场导学高天正在讲解。

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中，存有构成武氏家族祠堂的40多
块汉画像石，这里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天来这
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通过对汉画像石雕刻活化利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这
些汉画像石通过栩栩如生的精美画面，展现了汉代及以前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场景。“它生动再现了从三皇
五帝到秦汉这数千年丰硕的文明成果，展示了中国孝悌忠义
的传统美德和修齐治平的治国理念。它采用的是平面浅浮
雕，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埃及浮雕、希腊瓶画、中国武梁
祠雕刻技法称为‘世界三绝’。”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馆长朱卫
华介绍。

武氏墓群石刻汉画像石雕刻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许多
汉画像石已断裂或风蚀。近年来，嘉祥县争取专项资金 1700
多万元，陆续实施保护性设施修缮、石刻本体保护、前期勘察
研究项目等系列文物保护工程。为唤起珍藏文物的活力和吸
引力，嘉祥县正在规划建设武氏墓群石刻数字化博物馆，打造
汉文化研学基地，加大力度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李超

龙舟竞渡锦江 展现人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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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疆阿克苏地区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传承弘扬长
城文化，将非遗元素融入旅游，积极推动文旅产
业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旅游体验。

非遗元素，让旅游更耐人寻味

伴着欢快的旋律，身着美丽的民族服饰，十
几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头顶“萨玛瓦尔”，迈着干
脆利索的舞步，在舞台上连续做着旋转、直立、
急停等舞蹈动作，引得台下游客阵阵欢呼。

日前，阿克苏地区“5·19中国旅游日”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在温宿县古城举行，千人汉服队、
舞龙舞狮、民族歌舞等节目队伍穿城而过，引得
游客纷纷驻足拍照。非遗舞蹈《爷爷的萨玛瓦
尔》以独特的造型和引人入胜的剧情让游客沉
浸其中。“龙年春晚的时候在电视上就看到过

《爷爷的萨玛瓦尔》这支舞蹈，没想到今天能在
现场看到，真是太幸运了！”来自北京的游客李
莎说。

库车市女儿国演艺公司团长尼牙孜艾力告
诉记者，他们头顶上圆盘里的茶壶就是“萨玛瓦
尔”，表演时茶壶的周围会有几只茶碗，舞者们
在乐器伴奏下翩翩起舞。2007年，萨玛瓦尔舞

被列入自治区级非遗名录。“这支舞蹈是在传统
萨玛瓦尔舞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成的，讲的是
爷爷、爸爸和孙子三代人传承萨玛瓦尔舞的故
事。萨玛瓦尔舞被誉为‘新疆歌舞的大熊猫’，
我们想将它好好传承下去，也希望游客感受到
非遗舞蹈的魅力。”尼牙孜艾力说。

旅游是放松身心、体验民俗风情的方式，非
遗的融入为旅行增添了更多韵味。在温宿古城
非遗展区，各类非遗产品、农民画及摄影作品展
示着当地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沙雅小刀、卡拉
库尔羊胎羔皮帽、胡杨红柳根雕等非遗手工艺
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挑选。

在阿克苏，看到长城最西端

近日，在乌什县别迭里烽燧长城国家文化
馆，游客们正聚精会神地听工作人员讲述汉代张
骞出使西域以来绵延两千多年的长城故事。

“烽燧的主要作用就是传递信息、举火报
警，刚刚大家在山上看到的别迭里烽燧距今已
有两千多年，它是万里长城的最西端。”说起长
城的故事，别迭里烽燧长城国家文化馆讲解员
迪丽拜尔·图尔贡如数家珍，她告诉记者，自去
年 4 月开馆以来，她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我感觉非常骄傲，长城是中华
民族的象征，让远方的游客亲眼看到千年前的
烽燧，了解长城故事，就是对长城文化、长城精

神的传承。”
从别迭里烽燧长城国家文化馆出发，向东

北方向行驶 200 多公里，就到了温宿县天山托
木尔大峡谷景区一级游客中心“姑墨城”。游客
们提前做好攻略，只为赶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历
史情景剧《陈汤迎宾》。

“陈汤将军途经别迭里山口出兵击杀匈奴
是千古传颂的故事，传递着坚韧不屈、守望和平
的长城精神。”陈汤的扮演者程锟说，曲折的情
节、震撼的音乐仿佛将在场游客带回到那段爱
国将士们金戈铁马的历史中。

随着国家长城保护工程总体方案的出台，
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不断丰富，新疆境内
具有与长城作用和性质基本相同的军事防卫设
施遗址——烽燧，也被纳入长城文化带建设之
中，成为阿克苏地区推进文化润疆的重要阵地，
也吸引着众多游客来到这里追寻千年历史文
化，了解英雄戍边故事。

文艺范儿，打造别样农家乐

浓郁的民族风情、诱人的特色美食是阿克
苏地区农家乐的“标配”，如今又多了文化氛围
的加持。

走进柯坪县盖孜力克镇色热克托格热克
村，记者看到，村子两边的山一边呈淡青色，一
边呈赭红色，“我们叫它们青山、红山。”一旁的

村民介绍。村子紧挨苏巴什水库，一阵微风吹
来，小路两旁的白杨树哗哗作响，人仿佛在画
中行。

得益于美好的自然风光，两年前，柯坪县投
入1000万元，在色热克托格热克村规划建设书
画院、艺术家采风交流基地、民俗博物馆等项
目，还引导 20家农户与 20名艺术家结对，鼓励
艺术家驻村创作，色热克托格热克村逐渐成为
远近闻名的“画家村”。

28岁的努尔买买提·艾海提看到村里的变
化，决定将自家院子打造成农家乐，于是，由结
对艺术家以书法形式题写在牌匾上的“艾海提
特色烤肉店”成了村里最受游客欢迎的农家乐
之一。“这两年回来开农家乐的年轻人有很多，
游客很喜欢院子里挂的字画，今年以来，我已经
收入了 5 万元。”努尔买买提·艾海提高兴地向
记者介绍道，他家的清炖羊肉、烤肉等美食深受
游客欢迎，谈起对未来的打算，努尔买买提·艾
海提打算将空闲的房间装修一番，打造成吃住
一体的农家乐，“再丰富菜品嘛，也能增加更多
收入，马上到了旅游旺季，一定会有更多游客来
我们村的。”

“阿克苏的小酒窝，给我甜蜜的快乐，爱的
阳光照耀着我，芬芳洒满了生活……”夜晚，游
客们聚在色热克托格热克村“硕果园”内，伴着
歌曲《阿克苏的红苹果》尽情享受闲暇时光。

阿克苏打好“非遗牌”推动文旅业发展

“端午有艾”艾产业分享会举办

6 月 10 日，“端午有艾”艾产业分享会在中国农业电影电
视中心举办。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原标本馆
馆长、教授李国强及安徽明光魏氏艾草制品制作技艺第五代
传承人魏升等专家，从艾文化、艾生活、艾味道、艾产业四大主
题，共享端午传统文化和艾草文化，分享艾草产业发展的历史
轨迹、现状及广阔发展前景。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的端午节。从这天起进入一年
当中最酷热的季节，暑湿及蚊虫日盛。自古以来，我国很多地
方过端午节都少不了艾草，人们通过采集新鲜艾草在门前悬
挂、做艾草香囊、吃艾饼等来驱邪避疫，驱虫去瘴，祈福安康。

分享会上，专家们介绍了插艾草习俗的起源、艾草青团和
艾灸香薰对人体的益处、艾草在植物学领域的独特地位、价值
及艾草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并分享了《艾草栽培技术规程》行
业标准，及艾草栽培、扦插育苗、艾绒及艾条加工、艾草收割保
存等地方标准。 吴兴民

河北柏乡县
乡村纳凉晚会乡情乡韵乐乡亲

近日，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乡村纳凉晚会好戏连连，该县
文化志愿者联合部分驻地企业团员青年成立志愿服务队，把
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门口。纳凉晚会为麦收时节辛苦一天的
乡亲们送来清爽的艺术享受，营造和美欢乐氛围。

晚会在民乐合奏《喜洋洋》《扬鞭催马运粮忙》中开场，接
着是经典老歌《回家的人》、舞蹈《大美汉牡丹》等。参与送文
化活动的驻地企业青年志愿者为乡亲们表演相声《欢度今
宵》，获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唱
的是乡情、舞的是乡韵，深受欢迎。举办乡村纳凉晚会送文化
下乡，是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实际行动。据了解，团员青年还
成立志愿服务队开展“助农收麦”志愿活动，白天帮助农民收
麦，送去矿泉水等清凉物资。 王赞

四时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