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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任杰摄影报道 不久前的
一天上午9点，在丽水市工人文化宫的
数字指挥大屏上，一组实时跳动的数据
勾勒出职工文化生活的鲜活图景：丽水
市工人文化宫本部加26个外拓教学点
数十项公益课程同步启动报名，仅27秒
即被“秒杀”完毕，有5万人次职工通过

“浙里办”抢课，创下了新纪录。

一“心”多“点”
搭建“1+9+N”式“中央厨房”

周五晚间6点半，丽水市工人文化
宫内灯火通明，95后阎女士下班后即加
入拳击课程学习，而在数公里以外的城
南“知音琴行”教学点内，30名职工正在
练习尤克里里弹唱。这个占地3.5万平
方米、年人流量达18万人次的丽水市工
人文化宫，正与城南“知音琴行”、城北普
拉提馆、城东非遗工坊等26个外拓教学
点，通过“师资共享、课程互通”的联盟机
制，共同构成职工“15 分钟品质生活
圈”。

此外，成立联盟，构建“1+9+N”式
“中央厨房”，即以1个市级、9个县（市、
区）级工人文化宫为区域性服务网络，打
造职工文化交流、文化展演、结对合作帮
扶、创新创造网络和素质提升学习等N
个平台，形成“一个中心、多点辐射、多元
服务”的工作格局。各联盟成员通过“宫
宫联合”的形式，共同构建“职工文化人
才资源数据库”“职工文化项目资源数据
库”。基层工会组织发挥职工文体小分
队、职工书屋、职工兴趣小组等“中央厨
房”传导作用，推动职工之家建设活起
来、强起来，把工会文体活动的触角，延
伸到职工身边。

你点我送
创新“工”字特色文化活动品牌

近日，位于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的丽水市民康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一场关爱大货车司机的八段锦课程正在
进行。“长期久坐让大家肩颈问题严重，

很多职工最想要的就是送健康服务。”丽
水市民康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了解职工的实际需求后，他们想起
工会的“你点我送”服务，随即便联系了
丽水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经过协调对
接，丽水市工人文化宫请来专家，亲自到
企业为大家送健康送服务。

丽水市工人文化宫联盟推出的“你
点我送”公益行活动，即让职工“点单”，
由工会“送单”，为职工提供定制化服
务。今年以来，共送出150余种服务，开
展近300场活动，足迹覆盖丽水9个县
（市、区），惠及3万余名职工，其中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占比56.6%。

数字赋能
提升职工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现在抢课堪比‘双11’，但系统更
懂我想要什么。”90后职工张女士在“浙
里办-数字文化宫”平台刚完成气排球
课程报名，就收到普拉提课程推荐——
这正是她上月通过“您提我改”模块提交
的需求。这个集课程预约、意见反馈、个
性推荐于一体的平台，已沉淀出覆盖18
至60岁全年龄段职工的“需求热力图”。

数字化带来的不仅是便利，更是服
务逻辑的重构。打开丽水市工人文化宫

“数字文化宫”管理系统后，屏幕上跳动
着精准的课程画像：城南教学点乐器课
点击量突破1万次，五禽戏课程78%学
员为90后，女性职工占据拳击课报名人
数的70%。这些实时数据驱动着“中央
厨房”动态调整“文化菜单”，今年新增的
咏春拳、舞台剧剧目表演等65个班，正
是源于后台捕获的1837条职工建议。

夜幕降临，丽水市工人文化宫三楼
的多功能厅灯光璀璨，20多名职工正在
排练自编自导的畲族舞蹈。这座投资超
3亿元建造的文化地标，如今已不再是
孤立的建筑，而是昼夜不息的文化能量
场，正在以职工需求为圆心，以数字技术
为半径，以社会协同为笔墨，共同绘就普
惠共享的“幸福同心圆”。

奋楫争先 张成林 摄

○陈弋戈

2025年的暮春，我带着七旬的爷爷
踏上他心心念念的北京之旅。爷爷是位
老共产党员，共和国的同龄人，一生扎根
绍兴的阡陌间，却从未真正见过那座庄
严的天安门。他说，去北京是“圆梦”，而
我，则在这趟旅程中触摸到了历史与时
代的温度。

临行前夜，爷爷将一坛绍兴花雕裹
进棉布，念叨要送给北京的故友。绍兴
北站的晨雾未散，鉴湖水汽濡湿了青砖
站台。高铁启动时，他紧攥扶手，望着窗
外飞速后退的黛瓦白墙，等玻璃窗外的
风景化作华北平原的麦浪，他摩挲车窗
喃喃：“这玻璃竟不结霜？”我笑着点头，
恍惚间觉得江南的水汽正与京城的烟火
悄然交融。

午后抵京，春雨淅沥。建国门外大
街的槐树在雨中摇曳，爷爷眯眼打量：

“倒像绍兴仓桥直街的香樟，只是缺了
剃头挑子的铜盆响。”胡同里的烤鸭上
桌，琥珀色的脆皮裹着葱丝与甜面
酱。爷爷夹起荷叶饼，动作忽地凝住：

“早年村里办席，梅干菜扣肉一上桌，
娃娃们筷子抡得火星子直冒。”我问他
哪个更香，他咂嘴一笑：“一个酥如云，
一个浓似墨，都是老祖宗传下的好滋
味。”

次日清晨，薄雾笼罩着天安门广
场。踏入纪念堂，水晶棺前，他鞠躬的弧
度比往日更深，一滴泪砸在大理石上，晕
开小小的水痕。转身步入人民大会堂，
鎏金吊灯的光倾泻而下，他抚过光洁的
石柱连声赞叹：“这可是中国向世界敞开
的门面！”

午后与旧友相聚，爷爷献宝似的捧

出花雕，老友却拧开二锅头大笑：“北方
汉子喝的是肝胆！”三只酒杯当空相碰，
烈酒入喉，他梗着脖子嚷：“绍酒绵长，京
酒刚烈，倒像咱们南北兄弟的情分！”微
醺时踱至天坛，他抚着汉白玉栏杆轻叹：

“古人求风调雨顺，如今这盛世，不就是
最好的天意么！”

第三日登慕田峪长城，爷爷倚着斑
驳垛口远眺山峦如涛，指尖划过砖石缝
隙：“当年修这城墙，得流多少血汗？可
如今连外国友人都来朝这‘龙脊’行礼。”
金发游客冲他竖起拇指，他佝偻的背忽
地挺直，笑纹里盛满骄傲。傍晚在奥运
博物馆，他摩挲2008年的火炬模型，眼
底泛起泪光：“那会儿在村里看电视，解
说员喊‘中国赢了’，我恨不得跳起来呐
喊助威！”什刹海的画舫掠过荷塘，惊起
白鹭翩飞，他举着手机录像：“陆游诗里

‘惊起沙禽掠岸飞’，说的不就是这般
景？”

归程那日，大兴机场的流线穹顶下，
他仰头转了三圈：“这钢梁搭得比绍兴古
桥还精巧！”飞机冲入云霄时，他紧攥我
的手沁出汗，却在云端笑出声：“国家强
了，百姓的日子也跟着飞上天。”舷窗外
云海翻涌，他哼起绍剧《龙虎斗》的唱段，
机舱灯光落进皱纹，恍若故乡河面的粼
粼波光。

四日行程，原以为是圆梦之旅，却成
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当他颤抖的手
抚过长城的砖，在纪念堂前深深弯腰，于
云端如孩童般雀跃——我终是懂得：所
谓陪伴，不过是以他的眼睛，重新丈量这
瞬息万变的世界。而北京与绍兴，一北
一南，终在记忆里熔铸成同一枚拓印，将
水乡的桨声与都城的钟鸣，织进我们共
同的记忆。

○潘玉毅

一说到端午，世界仿佛陡然间
热闹了许多，连着人的感官也被
充分调动起来。耳边澎湃着龙舟
竞渡的鼓声、呐喊声，鼻尖交织着
艾草、菖蒲及巧手制作的香囊的
气味，味蕾处则有粽子、咸鸭蛋令
人唇齿留香的味道萦绕……不仅
如此，杨梅、枇杷次第成熟，篱笆
上的黄瓜、屋檐下的李子也在排
队等待采摘，引得鸟儿、虫儿纷纷
凑到近前。

在我国，端午节是与春节、清
明节、中秋节并列的四大传统节日
之一，历史悠久，且覆盖多个民
族。端午之所以叫端午，按《燕京
岁时记》里的说法，是因为“初五为
五月单五，盖端字之转音也。”

作为一个在汉代就已约定俗
成并深受民众喜爱的节日，端午于
我们而言有着特别的意味。相传
端午这日，未出嫁的女子会用灵巧
的双手制作香囊、荷包送给心仪的
男子，表达爱慕之情；出嫁的女儿
则要回娘家省亲，唤作“归宁”；那
些家里有女儿的，不论贫富，都会
将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为其
系上端午索，佩戴艾叶、五毒灵
符。此时榴花开得正好，往往也会
成为装饰的一部分，也正因此，端
午节又被叫作“女儿节”。

关于端午的由来，说法有许多
种，但流传最广的大抵有三个：一
是为了纪念屈原，二是为了纪念
伍子胥，三是为了纪念曹娥。屈
原是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
因主张变法遭贵族排挤，流放期

间得知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于
五月初五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伍子胥为春秋末期吴国军事家、
谋略家，尽忠职守，反被夫差赐死
尸首弃于钱塘江中；曹娥为东汉
时期上虞人，其父五月五日迎潮
神时为水所淹，她投江寻父尸
身。虽然版本不一，但主人公或
忠君爱国，或孝心可嘉，由此约略
可知老百姓朴素的价值观。

端午的习俗有很多，吃粽子、
喝雄黄酒、挂菖蒲、熏苍术、放纸
鸢、赛龙舟……清乾隆年间，画师
徐扬就曾取古人过端午的八种代
表习俗绘制《端阳故事图册》予以
记录，分别为：射粉团、赐枭羹、采
药草、养鸲鹆、悬艾人、系采丝、裹
角黍、观竞渡。而今，射粉团、赐枭
羹、养鸲鹆已不多见，但其余几样

皆被完好地传承了下来。
最为常见的当然是裹角黍，也

就是包粽子。家家户户或做或买，
去老人家里送节，邻里之间互相往
来，少不得有它。记得我小的时
候，每年端午将近，母亲都会提前
洗好粽叶，拌好豆沙等馅，亲手包
粽子给我们吃。绳子缠缠绕绕，捆
住的是粽子，也是一段段儿时回
忆。我初学诗句时，曾就此写过一
个绝句：“艾草兰汤洗粽线，糯香米
黍角分边。吃时剪断缠丝索，系住
来生不了缘。”虽幼稚，却是当年心
境的写照。

仿佛间，荏苒而逝的光阴又回
到了眼前，那么远，又那么近。或
许，这个世界，老去的只是时光，不
老的却是回忆。

○明伟方

门前的青石板上，还留着端午
时节龙舟划过的水痕。那些被岁
月打磨得发亮的纹路，像极了父亲
船桨上缠绕的粽叶，在初夏的风里
轻轻摇晃。

父亲的龙舟总系着红绸。我
总记得他站在船头擂鼓时，古铜色
的脊背弯成满月的弧度。鼓点落
在水面激起细碎的银光，二十支木
桨便应和着节奏，在青碧的湖面划
出雪白的浪花。“清早船儿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舱”，渔歌顺着水波
飘进芦苇荡，惊起一群白鹭。那时
我趴在柳树杈上，看龙舟掠过处，
碎金般的阳光在涟漪里跳着圆舞
曲。

十五岁那年的端午，我攥着父
亲递来的木桨，手心沁出细汗。龙
舟队里最小的我，总被安排在船

尾。可当鼓声骤然响起，木桨触水
的刹那，仿佛有千军万马从血脉里
奔涌而出。水花溅在脸上是冰凉
的，却浇不灭胸腔里沸腾的火焰。
邻家阿姐的蓝布衫被汗水浸透，船
老大嘶哑的号子混着蝉鸣，在盛夏
的湖面织成一张密网。夕阳西下
时，我们划过最后一段水程，看晚
霞把湖水染成橘红色的绸缎，远处
炊烟袅袅升起，恍若大地吐出的青
色丝绦。

城里的霓虹模糊了星斗，却模
糊不了心头的浪涛。每逢端午，我
总要驱车数百里。高速路两侧的
风景如流动的画卷，可最动人的还
是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时，望见那片
熟悉的湖水——它依然像儿时那
样，在初夏时节泛着翡翠般的光
泽。岸边的老人们依旧用艾草熏
着龙舟，孩子们举着风车在青石板
上追逐，仿佛时光在这里打了个温

柔的结。
去年端午视频通话时，儿子背

后的湖面波光粼粼。镜头里飞驰
的龙舟溅起的水花，和四十多年前
父亲船头的浪沫何其相似。他兴
奋地展示着金灿灿的奖杯，说划桨
时总想起我描述的青石板水痕。
暮色漫进书房，我摩挲着父亲留下
的旧鼓槌，忽然懂得那些年复一年
被湖水浸润的，不只是龙舟的木
纹，更是血脉里代代相传的韵律。

今夜月色正好，案头的粽叶还
沾着露水。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
鼓点，恍惚间又见三代人的身影在
波涛间重叠。父亲的鼓、我的桨、
儿子的号子，都在时光的长河里化
作永恒的浪花。这浪花里藏着湖
乡的魂魄，是“百舸争流千帆竞”的
豪迈，是“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
志，更是千年不变的龙舟精神——
不偷懒，不服输，齐心协力往前划。

青翠的竹叶裹着浓浓的乡情
细长的棉线系着母亲的思念
五月的风中弥漫着艾叶的幽香
我闻到了端午的味道

魂牵梦绕端午的味道
浸着千年的诗意
蕴含在父亲的勤劳里
萦绕在母亲的关怀中

端午的味道
是母亲包扎的粽子
是父亲龙舟竞渡手中的桨板
是至今还能背诵的《离骚》

端午的味道
是粽叶的清香
是雄黄酒的滋味
是辗转千年的盎然诗意

○程中学

那片长在心灵之上的艾草，郁
郁葱葱，繁密而茂盛，布满于故土上
的乡间田野。轻风拂动，独特的草
药味，涩香凛冽，入心悠远而绵长，
令人回味。

民谚云：“清明插柳，端午插
艾”。艾，即艾草，艾蒿。端午节将
至，插艾，挂菖蒲，划龙舟，吃粽子，
吼山歌，戴香包……各种各样的习
俗，无非都是求平安，驱祟邪，禳解
灾异。

艾草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具
有浓郁香气，味道特别。它的茎、叶
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
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

气。因此，单从艾草的气味来讲，它
具有安神醒脑的作用。端午节制成
香包，正应了世代流传下来的习俗，
激浊除腐，杀菌防病。又常见人们
将艾草在端午节插在门口，再加以
菖蒲，象征驱除不祥的宝剑，可使家
宅平安，保身体康健，还能避邪驱
祟。

艾草也是民间一种常见而普遍
的草药，代表招百福。《本草从新》
说：“艾叶苦辛，生温，熟热，纯阳之
性，能回垂绝之阳，通十二经，走三
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以
之灸火，能透诸经而除百病。”到
此，不由得想起电视剧《甄嬛传》中
安嫔为保胎止血熏艾一事，可见并
非子虚乌有，而更见艾草之奇效。

现代实验研究证明，艾叶具有抗菌
及抗病毒作用，可平喘、镇咳及祛
痰，能止血、抗凝血，还可护肝利胆
等。

艾草除了药用价值，还是一道
可口的乡野蔬菜。采鲜嫩的艾草制
成馅包水饺、艾草叶煮面、艾草煲
鸡、艾草煮鸡蛋等，或烹或炒或做
汤，或焯熟凉拌，味道鲜美，令人齿
间留香。在南方传统食品中，还有
一种糍粑就是用艾草作为主要原料
做成的。用艾草和糯米粉按一比二
的比例和在一起，包上花生、芝麻及
白糖等馅料，再将之蒸熟即可。我
最喜欢的，还是采几片艾草的嫩尖
儿，焯完开水过凉水，将绿油油凉悠
悠的艾草尖儿切细，调入打散的鸡

蛋浆中，油锅里一煎，黄绿的艾草鸡
蛋块，诱人的香味——蛋香和艾草
熟透的清香，鲜美可口，还没入口便
已紧紧抓住了人的味蕾，吃在嘴里，
真是妙不可言。

艾草真是宝。端午插艾，驱虫
避邪，可保平安；作为药材，可治疗
多种疾病；作为食材，味道独特，清
香鲜美。里服可作内部调理，外用
消炎止痛祛痘。不管是作为食材还
是药材，都是生活中的佳品。更有
民间一种说法，于端午节太阳出来
之前采摘艾草，其药效倍增。有典
为证：《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曰“鸡未
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
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形，悬
于户上，可禳毒气。”

了不起的工人文化宫

数字赋能
共建“15分钟品质生活圈”
丽水市工人文化宫多措并举绘就职工幸福“同心圆”

丽水市工人文化宫内拳击课程正如火如荼进行。

乌篷摇梦叩京华：

七旬旅人的时光拓印

也说“端午”

悠悠艾草香

端午的味道
○张宏宇

桨声里的年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