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
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赛龙舟、
采草药、挂艾草与菖蒲、食粽、拴五
色丝线、佩香囊……端午节来临之
际，让我们重温熟悉的味道，共同感
受浓郁粽香，品味文化韵味，厚植家
国情怀。

端午节作为文化纽带，承载着中
华儿女对国家之大爱，表达着人们对
和谐、富饶和安康的美好愿望。同时，
作为一种文化源泉，凝聚着向往团结、
团圆的人文精神内核，蕴含着中华民
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节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弘扬和繁荣端午的习俗以及蕴含
其中的文化价值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华
文明意义重大。

《风俗通》记载：“五月五日，以五
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
命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
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在春秋之前，端
午节这一天主要是祛病防疫的节点，
后因战国时期屈原在端午这天抱石跳
汨罗江自尽，于是后人亦将其作为纪
念屈原的节日。“屈氏已沉死，楚人哀
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逐
渐地，在人们生产生活的实践中，赋予
了端午节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观念习

俗。“独写菖蒲竹叶杯，蓬城芳草踏初
回。”可以说，历史的流转，赋予了端午
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价值韵
味。

千百年来，端午文化在中华文化
的谱系中，赓续绵延、代代流传，浓缩
于其乐融融的团聚时光中，展现在多
姿多彩的民俗仪式上，成为共同的文
化记忆与情感认同。端午节蕴含的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文化精
髓至今依然历久而弥新，其中最核心
的价值理念是家国情怀，补充、拓展、
完善，以增强其影响力，提升其感召
力，激活其生命力是过好端午节的根

本目的所在。
今天过端午节，离不开在烟火的

流转中体验食文化，但更加重要的是，
需要在品尝粽香中感受蕴含其中的深
厚文化韵味，在体味充满烟火气的习
俗中品味浓情端午，从端午文化中挖
掘爱国主义的时代价值，在品味粽香
中把端午节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下
去，使爱国之情绵延不绝，强国之志生
生不息。

戴美玲

最是浓情粽飘香

省内要闻 2024年6月10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吴雅洁2

本报讯（记者 乔欣）“宣传月期

间，全省各级普法主体依托‘青海普法’

微信公众普法矩阵常态化开展直播普

法、指尖普法等活动，精准回应不同群体

和对象的法治关切，将民法典宣传与各

类主题普法活动深度融合，取得了良好

宣传效果。”6月 6日，青海省司法厅普法

与依法治理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

今年5月是全国第四个“民法典宣传

月”。青海各地集中时间、精心组织，采取

“1+8+N”形式（即1个省级主场活动，8个

市州启动仪式，N个县、市、区和各类普法

责任主体、部门），创新方式、全面有序铺

开民法典宣传月各类系列活动，不断掀起

学习宣传民法典活动热潮。制定印发

《2024年全省民法典宣传月方案》，聚焦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组织开展系列民法典

宣传活动，深入推动民法典宣传进社区、

进农牧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商圈、进家

庭、进网络，助力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为

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各地各单位采取“传统+现代+文化+
互动”等多元形式，通过法治文艺汇演、法

治游园会、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寓教于

乐，让法治宣传教育既“接地气”又“聚人

气”。持续利用LED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

标语、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全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满意度。深入开

展“进企送法、与企访谈、护航营商”等普

法宣传活动，通过案例讲解、答疑解惑等

方式，普及民法典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

义，讲解合同履行、劳务纠纷等与企业经

营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了企

业和企业家的法律意识。全面组织开展

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巾帼普法乡村

行”等活动，精准对接农牧民群众需求，深

入宣传法律法规，以点带面扩大法治宣传

覆盖面。同时，聚焦“法律明白人”培育工

作，积极开展人民调解员法治培训，培养

村居“法律明白人”，确保民法典宣传到百

姓身边、传播到群众心里。

青海省多种形式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宥力） 6 月 8 日，

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

篮球比赛圆满落幕。经过 5 天的激烈

比拼，最终青海省代表队揽获五人制男

子组，三人制男子组、女子组三项比赛

第一名，陕西省代表队获得五人制女子

组第一名，他们将代表西北赛区参加全

国全民健身大赛总决赛。

本次全民健身大赛由国家体育总

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西北赛

区篮球比赛由青海省承办，共有来自

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 16 支篮球队近 200 名运

动员参与，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了良

好的精神风貌，呈现了一场场高水平

的篮球盛宴，以球会友、促进交流、

缔结友谊。

青海省体育局在场地设置、竞赛组

织、后勤保障等方面周密组织，全力办

好西北赛区第一项规定项目比赛。赛

事全程向群众免费开放，让市民在家门

口就能现场感受国家级赛事氛围，进一

步满足了群众参与身边高品质体育赛

事的需求。

西北赛区赛事还将在新疆、宁夏、

甘肃、陕西分别举办足球、排球、太极

拳、健身气功等规定项目的比赛，结合

西北赛区特色，举办射箭、武林大会、沙

漠排球等七个自选项目比赛和民族广

场舞、滑雪两个项目分站赛。青海继此

次篮球比赛后，将于 8 月继续承办西北

赛区冰壶、民族广场舞项目的比赛。

首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赛区）篮球赛落幕

青海省代表队斩获多项第一

（上接第一版）
松太就是文迦牧场吸纳的本地牧

民之一，他是公司的后勤员工，每个月

工资 8000 元，还操持着一个免费摊位，

去年收入 10万元。

而以前，松太在西宁四处打工，工

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从没想过能在

家 门 口 找 到 一 个 高 工 资 且 稳 定 的 工

作。他说：“海峰村靠近青海湖，人均草

场较少，土地沙漠化严重，发展养殖业

很难，刚开始村民自发在青海湖周边拉

散客，但是那样不仅破坏环境，还不稳

定。如今不光自己，好多村民在家门口

有了就业依靠。”

海北文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经理多杰加说：“我们牧场从 4 月开始

接受游客预定，一直延续到 10 月，去年

接待了 15 万游客，所以海峰村克土社

30户牧民都不愁收入。”

从四处找工作到在家门口获得稳

定的收入，海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从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的实际和愿

望出发，积极培育市场主体，通过海北

特色优势产业，全力开发就业岗位，增

强企业吸纳当地劳动力的比例，促进就

业政策“进村入户”。

其中，不断提高政府投资项目中

海北籍劳动力用工比例而采取的诸多

举措，切实让农牧民得到了实惠，位

于 刚 察 县 泉 吉 乡 的 圣 泉 湾 生 态 体 验

区，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于 2023 年落

地实施。

圣泉湾生态体验区由刚察县仙湖

旅游投资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运营，本着

企业、村集体、群众三者共创共治共享

的机制，景区承担着吸收当地群众就业

的重任，让环湖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在圣泉湾生态体验区，记者见到了

冶合茂村的措豆加，今年 51 岁的措豆

加是景区入口的值班人员，每月按照季

节不同收入 4000 元至 5000 元工资。“以

前主要靠放牧挣钱，有时候把帐篷租给

游客赚点零用钱，现在我是景区的工作

人员，没啥重活，离家近，从值班室窗口

望出去就能看到自己的家，每月拿固定

工资，很轻松。”措豆加说。

刚察县仙湖旅游投资开发经营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保学才介绍，景区没有

开发前群众自发做一些招揽游客的生

意，不利于管理，也不利于生态保护，景

区运营后为冶合茂村 32 位农牧民提供

就业岗位，间接带动 65 人就业，发放分

红资金 41.7 万元，受益群众达 1135 人，

拓宽了群众就近就业渠道，让百姓获得

感、幸福感更加充实。

就业创业有活力
幸福“靠”得住

大学生是就业重点人群，为“照顾”

好高校毕业大学生，海北州人社局工作

人员进村入户，“一对一”精准服务，动

员高校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积极创

业”，并科学设立吸纳就业能力强、岗位

技术含量高的见习基地，合理安排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见习，激发他们创业就业

的激情和活力。

记者来到刚察县玛卡巴卡托育中

心，中心负责人寇天芬正在收拾玩具，

准备让孩子午睡，教室内孩子亲切地喊

着寇老师的名字，寇天芬轻声说着“午

安”，用心整理着孩子的被褥。

2019 年大学毕业后，寇天芬回到

家乡谋划她心爱的早教事业，于 2020
年 5 月开办了托育中心，虽然手持多项

专业证书，但县城人群对幼儿早教意识

淡薄，刚开始寇天芬的早教中心只有 2
名幼儿，创业之路举步维艰。

直到后来，刚察县就业服务局主动

介入，为她申请了 1 万元一次性创业补

贴资金，并通过“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

基地”的挂牌，帮她解决招聘教师和工

资发放的难题，去年 11 月，寇天芬还通

过就业服务局的邀请，参加了刚察县首

届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得二等奖。

寇天芬说：“托育中心慢慢发展起

来，刚察县就业服务局给了很多帮助，

他们给予我的关心，让我在家乡实现创

业梦的信心越来越坚定。”

海晏县人社局积极对接企事业单

位，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见习基

地招募公告，为更多的未就业大学生提

供就业岗位。其中，海晏爱民社会服务

中心，就是海晏县人气最高的见习基

地。

张财顺是海晏爱民社会服务中心

一名社会救助经办人员，2019 年回到

海晏县四处找工作的他，看到爱民社会

服务中心招聘公告后顺利应聘上岗，他

说：“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因为家人

需要照顾回到家乡，现在这份工作工资

稳定，近距离服务老百姓的工作性质我

也很喜欢，干得很开心。”

据了解，海晏爱民社会服务中心

内 ，95%的 工 作 人 员 是 高 校 毕 业 大 学

生，于 2017 年 8月成立至今接受见习人

数 达 40 人 ，成 为 海 北 州“ 优 秀 见 习 基

地”。

在海北州，像海晏爱民社会服务中

心一样设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

地”的企事业单位有 52 家，公开招募见

习人员 200 余名，兑现山东援建就业见

习补贴 27.9万元，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

持在 87%以上。

这些见习基地会根据“省级就业

补助资金全额落实、山东援建就业创

业补助资金有效补充、见习用人单位

相应补助”原则，按规定拿到见习补

贴，不仅缓解了县域就业压力，也减

轻了企事业单位资金负担，让减少失

业、促进就业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

了坚实的“依靠”。

就业服务有保障
幸福“留”得住

有了可靠的制度和稳定的资金保

障，海北州各级人社部门推动各项就业

政策的落实更是一个人都不能落下。

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兜底帮扶是推

动就业创业的重点工作。在刚察县人

社局工作人员霍燕手中，记者看到了一

张雨露计划大学生就业情况访问登记

表，这张表上明确记录着困难大学生尕

布藏的详细信息，还有工作人员回访就

业情况的详细过程。

“打了四次电话，前几次他都在家

照顾母亲并放牧，后来通过各部门之间

的协调，给他推荐了县财政局的公益性

岗位，去年 10月份正式上班了。”

霍燕说，尕布藏是 2023 年毕业大

学生，唯一依靠的母亲因病无法外出务

工，毕业后尕布藏承担起家庭重担，一

边帮母亲放牧，一边找工作。2023 年

像尕布藏这样的雨露计划大学生共有

15 人，人社局要对每个人进行不少于 4
次的电话访问和岗位推荐，有的实现了

自主就业，有 4 人通过兜底安置，获得

了公益性岗位，有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和

收入。

除了精准回访，海北州在全州 214
个行政村和 28 个社区各开发安置 1 名

就业联络员，每年给予 48.4万元财政资

金保障，专项从事就业服务工作，只为

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在海晏县三角城镇黄草掌村，村党

支部书记才郎本刚刚被评为全州优秀

村级就业联络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

忙着处理村上“大田托管”耕作的事情。

“我是 2022 年当上村级就业联络

员的，依托我们村‘大田托管’项目，每

年带动 40 人至 80 人就业，人均每年增

收 4000元至 5000元。”

才郎本介绍，“大田托管”将村民的

地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和耕作，解放了劳

动力，村民除了在家门口务工，还能外

出多渠道增加收入，村上的脱贫户吴风

林的工作就是才郎本协调解决的。

吴风林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

在家里种地，外出务工又不太会算账，

不敢出远门，才郎本上门讲解政策后，

他将家里的地托管给了村集体种植，每

年春种秋收时可以在村里打零工，还给

他申请了村里管护员的公益性岗位，一

年下来，他就有三份固定收入。这还不

够，才郎本说他干活踏实，还介绍他到

附近的养殖场干了 3个月临时工。

看着吴风林的精气神一天比一天

好，才郎本说：“挣了钱了，穿得干散，也

愿意跟人沟通了，以后有好的工作我还

给他推荐。”

如今，海北州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公

共就业服务统筹城乡、覆盖全民、贯穿

全程，每年实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300
人，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1000 人，

帮扶 2023 届雨露计划毕业生实现升学

就业 233 人，总体就业率达 98.31%，真

正做到了将人社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

把幸福留在了千家万户。

高质量就业幸福千家万户

（上接第一版）
为逐步提升农牧民转移就业，

门源县健全完善劳务输出机制，培
养了50多名劳务经纪人，5家劳务
机构，全县年组织农村牧区转移就
业 3 万人次以上，转移就业年均增
收达1.3亿元。

在刚察县，人社局工作人员转
变思路，主动到企业、景点、村民家
中“探岗”，摸清就业需求和岗位供
给，从“需求端”出发，把岗位送到求
职者的“心坎上”。

一项项举措的推进，体现的是
人社部门服务于民的“肯干”，一组
组数据的变化，体现的是人社部门
温暖于民的“诚意”，让就业春风温
暖千家万户，更暖了群众的心窝。
在海北州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有这样一句话，“加快建设民生福祉
更加殷实的幸福海北”，人社部门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乎群众生产
生活和长治久安，只要干部肯干，群
众就能获得稳稳的幸福。

就业春风暖心窝

本报记者 王十梅

当良田中稼禾日渐茂盛，芍药花

开满庭院，沙枣花香溢村巷，田野里回

荡起“五月里到了五端阳，杨柳插在房

檐上……”的青海小调时，一年一度的

端午节到了。

在青海河湟一带，人们习惯称“端

午”为“当午”，是河湟百姓最为重视的

传统节日之一。

戴香包、拴索儿是河湟百姓端午

节必不可少的习俗之一。家住青海省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乡上元保

村的李红梅有一双巧手，她做的香包

远近驰名。每到农闲，李红梅就会缝

制各种样式的香包，有狮子、老虎、小

猫、青蛙，也有十二生肖，还有莲花、荷

包牡丹、桃子、石榴等，每一个香包都

蕴含着美好的寓意。在香包内里塞上

棉花、装入香草，密密缝、细细绣，最后

做好装饰，打上穗子，一个颇具青海风

情的香包就完成了。“缝一个‘狮子’

‘老虎’‘莲花’，大概要三四天时间。”

李红梅说。

索儿的制作比较简单，选五色丝

线将它们搓缠在一起，就成了一根五

彩的索儿。中国古代崇拜五色，以五

色为吉祥色。据说，戴五色线的索儿，

可以让孩童避开蛇虫鼠蚁的伤害。拴

上索儿后，家中长辈还会叮嘱孩子，索

儿要到农历六月六才能摘下，扔到河

里，这样这一年便会无灾无难、身体康

健。家中擅长女红的女性长辈给孩子

缝香包、拴索儿，是为了祈愿孩子幸福

健康，是她们一片慈爱之心的表达。

李红梅每年都会做很多各式各样

的香包，除了送给家中的小辈，她也会

拿到街头售卖。“卖香包不仅可以增加

收入，还可以将青海制作香包的技艺

传承下去，我觉得很好。”李红梅说。

在互助县垢痂巷，每年端午节前会聚

集很多像李红梅一样卖香包的人，也

会吸引很多游客来选买。此时，这些

散发着清冽香气、制作精美，蕴含着吉

祥寓意的香包又成了游客的纪念品，

跟随他们的足迹，把青海的端午祝福

传递到五湖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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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度佳节，自然也不能少了美食

的助兴。青海地区高寒，物候延迟，到

了端午天气才会逐渐变热，此时人们

更加偏爱冷食。在河湟一带，人们喜

欢的端午节冷食主要是凉面和凉粉。

在河湟农妇的巧手下，凉面根根

筋道、细若粉丝。凉粉洁白如玉、弹嫩

爽滑。盛一碗凉面或凉粉在碗中，调

以用今年第一茬韭菜制作的韭辣，来

自湟源的陈醋以及红艳艳的辣椒油，

再配上用自家菜地里种植的菠菜和萝

卜制作的凉菜，一道美食兼具色香味，

令人垂涎三尺、回味无穷。

端午节自然也少不了粽子。青海

民俗专家朱世奎说：“青海自古以来不

产米，旧时青海人过端午大多会做一

种 形 似 粽 子 的 端 午 馍 ，用 来 代 替 粽

子。一般会吃鸡蛋、凉粉、凉面，只有

少数条件好的人家才能吃到粽子。”如

今，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糯米、红枣、

粽叶等早已不是高原上的稀罕物了，

粽子也就成了家家户户端午节家宴上

的必备美食。除了粽子，凉面、凉粉，

河湟人家还会在端午节期间做韭菜盒

子、地皮包子等美食，这些都是河湟游

子味蕾深处的家乡味道。

有了美物和美食，还需要美俗的

烘托。端午插杨柳是河湟地区端午节

最重要的民俗之一。

每年端午前一日，在家中女性准

备各种美食的时候，男人们便会到河

滩、林间去砍斫一些杨柳枝条，插在大

门和房檐上，也有人家会将杨柳插在

田地里。据说，插杨柳是古代人们用

来驱邪避灾的一种习俗，在门楣和房

檐上插杨柳寓意家业兴旺，在农田里

插 杨 柳 ，是 祈 愿 庄 稼 不 受 病 虫 之 害 。

除此之外，端午节期间，河湟人家还会

在家中供献艾叶和香味清雅的沙枣嫩

枝，以及牡丹、芍药等花枝，希望今年

全家无病无灾，生活越来越美好。

农历五月，也是青海地区风光无

限的佳期。所以端午前后，青海人还

会 携 家 带 口 、邀 请 亲 朋 好 友 去“ 浪

山”。在山间林带，草原湖边，赏青海

美 景 、品 端 午 美 食 ，再 漫 一 首 青 海 花

儿，可谓幸福感满满。

每年端午，河湟人家家家户户满门

翠绿，佩戴着香包的孩子们在田间地头

玩耍，餐桌上摆满了端午节美食，朴素

的庭院，美丽的村庄，大美的风光，人们

沉浸在美物、美食、美俗、美景承载的独

特民俗中，享受着佳节的欢乐。

五月里到了五端阳五月里到了五端阳

本报西宁讯 （记者 陶然） 6
月 8 日，西宁市湟中区非遗精品馆、

湟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

心、湟中区文化馆新馆揭牌开放。

湟中区非遗精品馆、湟中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坐落于

河 湟 文 化 西 宁 产 业 园（陈 家 滩 片

区），建筑面积 2300 平方米，是青海

省首个县区级非遗精品馆、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馆内集中

展示了加牙藏族织毯技艺、银铜器

制作及鎏金技艺、湟中堆绣、宗喀唐

卡、河湟皮影制作技艺、湟中农民

画、湟中壁画、青海香包制作技艺等

十余项湟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是一个集传承保护、展示展演、

研学交流、市场推广等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公共文化空间。

近年来，湟中区加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力度，通过加大资

金投入、举办非遗活动等措施，不断

将非遗融入生活，持续推动非遗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进一步促进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

合，助推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据

了解，截至目前，湟中区已公布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139 项，其中，国家

级非遗项目 6 项，省级非遗项目 20
项，市级非遗项目 16 项，区级非遗

项目 97 项，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 146人。

湟中区非遗精品馆
揭牌开放

包粽子，过端午。 郭旭升 摄 人们挑选自己中意的香包等工艺品。 本报记者 王十梅 摄
戴香包是端午节的重要民俗之

一。 本报记者 王十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