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临近，粽香渐浓。早上 7
点多，临县安业乡青塘农家鲜粽子

厂的赵先生便载着满满一车粽子，

来到离石区永宁广场的摊位。“今天

拉 了 3000 多 个 ，比 昨 天 多 了 1000
个！”他一边将一箱箱粽子码放整

齐，一边介绍道。绿色包装的江米

粽、淡黄包装的黄米粽，在晨光中散

发着诱人气息。

凑近细看配料表，只有黄米、黄

河 滩 枣 和 饮 用 水 三 样 ，全 无 添 加

剂。这里的粽子保留传统口味共有

江米、软米及混合三种口味，经真空

包装后保质期长达 6 个月，只需沸

水煮 10分钟，软糯香甜的美味便可

入口。作为纯手工制作的青塘粽

子，其中又以江米粽最受欢迎，供不

应求。

戴着印有“青塘粽子”字样帽子

的妻子珍珍负责零售，她热情地招

呼着顾客。每年 2月到 5月，她都会

准时出现在这个摊位，如今已是第 8
个 年 头 ，积 累 了 一 大 批 忠 实 老 顾

客。“来 20个散称的，再拿一盒礼盒

装！他家粽子我年年买，味道地道

好吃，有家的味道！”老顾客马先生

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话音未落，

又有新顾客围拢过来，不到 12 点，

摊位上的零散粽子已所剩无几。

在临县，一直流传着“青塘的粽

子，刘家庄的女子”的说法。谈及青

塘粽子为何如此美味，一旁的老人

笑着揭秘：“全靠青塘的好水质，煮

出来的粽子自然香！”在青塘村，包

粽子是家家户户的拿手活。赵先生

经营的临县安业乡青塘农家鲜粽子

厂，正是当地粽子产业蓬勃发展的

生动写照。

几年前，村支书鼓励村民发展

粽子产业。起初，大家顾虑重重，对

靠卖粽子致富持怀疑态度。但赵先

生一家在看到市场潜力后，毅然投

身其中。创业初期困难重重，第一

年因保鲜技术不足，销量平平。第

二年，他们果断引进真空包装设备，

一举攻克难题。粽子的制作工序颇

为讲究。粽叶要先洗后煮，米粒需

反复淘洗三次直至水清，包好的粽

子先用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炖，为

锁住香味，坚持用柴火熬煮。最开

始没有冷库时，粽叶只能晒干保存，

费时费力。四年前，赵先生又建起

十吨容量的冷库，彻底解决了原料

储存难题。

如今，随着市场不断扩

大，赵先生的粽子厂每到

端午期间都雇佣 10 名

工人，粽子不仅是传

统美食，更成为致富

的“金疙瘩”。珍珍

感 慨 道 ：“ 这 还 要

感谢村支书，村里

支持力度大，光包

粽 子 在 我 们 村 就

培训了九天。一年

到头的辛苦筹备，就

为这几个月的销售旺

季。别看粽子小，可凝

聚着大伙儿一整年的心

血啊！”

5 月 15 日，距离端午节还有半个

月，粽子的香气已在大街小巷四处弥

漫。

在临县前青塘村，吕梁青塘府食

品有限公司的粽子生产车间里，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身着绿衣的工人们

手法娴熟，粽叶翻飞，糯米、红枣等馅

料被一一填入，再用马莲草扎紧，空气

中弥漫着诱人的粽叶清香。

站在车间门口，69 岁的王清顺看

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脸上洋溢着满

足的笑容。四年前，他乘着青塘粽子

产业发展的东风，带领全家创业，将一

个家庭小作坊发展成了一家颇具规模

的企业，不仅实现了自身致富，还为周

边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用小小的粽

子，包出了致富的“大文章”。

前青塘村是我市远近闻名的“粽

子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水

质优良的“海眼”泉，宽大肥厚的芦苇

叶，质地醇厚的黄河滩枣，以及带有特

殊香气用于捆绑粽子的马莲草，为粽

子制作提供了上佳原料。近年来，前

青塘村大力发展粽子产业，带动村民

就业增收。如今，村里不仅有 130多家

粽子作坊，还建成了集原料种植、加

工、包制、销售为一体的青塘粽子产业

园，实现了粽子的全年销售。

2021 年，看到乡亲们在粽子产业

的带动下走上致富路，王清顺也萌生

了创业的想法。他创办家庭小作坊，

带着一家老小齐上阵。当年，就生产

了二十多万个粽子，初尝甜头。有了

经 验 后 ，第 二 年 产 量 就 翻 了 一 番 。

2024 年，王清顺正式注册了吕梁青塘

府食品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了占地

500平方米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引进了

自动化生产线。

“自动化生产线不仅节省了人工，

还保证了粽子的品质，让我们的产品

更有竞争力。”王清顺自豪地说。

经过几年的摸索，王清顺一家也

形成了默契的分工：小儿子王晓勇负

责生产，二儿子王晓龙负责市场销售，

大儿子王晓军负责货物运输，女婿则

在太原负责配送。

“孩子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角

色，大家配合越来越默契，企业规模也

不断壮大。去年，我们的粽子年产销量

已经突破了 70万个。”王清顺介绍说。

眼下，正值粽子产销旺季，王清顺

的企业用工需求也随之增加，每天都

需要 30多名工人。这些工人主要来自

安业乡和县城异地移民安置小区，为

当地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收

入来源。

“熟练工每天能包上百个粽子，在

家门口就能挣钱，大家干劲都很足！”

一位正在包粽子的工人笑着说。

“这几年，随着青塘粽子的知名度

越来越高，市场越来越大，我们也享受

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下一步，我们

计划进一步提升粽子的品质和种类，

在传承好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加大创

新力度，开发更多口味的粽子，满足不

同消费者的需求。”王清顺信心十足地

表示。

端午节还未到，但老王家早已

经粽子飘香。每到端午时节，老王

总是早早地就买好粽叶、江米、软

米、红枣，张罗着自己包粽子。许多

人都很不理解地问，满大街都是卖

粽子的，而且又不贵，为啥还要自己

包。这时老王就会说：“自己包的粽

子好吃，过节过的就是这个氛围。”

老王名叫王殿福，72岁，是一位

企业退休职工。每逢端午，他总是

全家那个最忙的人，不但要自己包

粽子，还会给孙辈讲述半个世纪前

的端午故事。

童年时期的端午节，对老王而

言是浸着粽叶清香的记忆，是双手

双脚扎着彩绳满世界炫耀的快乐。

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粮店每月

限售的软米成为稀罕物。“母亲提前

半年攒下全家软米票，就等着端午

节时能包一锅香喷喷的粽子。但在

那个困难的年代，能不能吃上，还要

看年景。”老王说，“那时饭都经常吃

不饱，要是能吃上粽子，就像过年一

样。粽叶要循环用两三次，边角焦

黄了也舍不得扔。”

老 王 回 忆 ，最 热 闹 的 当 数 包

粽 子 的 时 刻 。 一 家 人 挤 在 一 起 ，

会 不 会 包 的 都 来 凑 热 闹 ，看 着 大

人 们 将 两 片 苇 叶 叠 成 精 巧 的 漏

斗，将掺着红枣的软米放进去，再

一 个 个 扎 好 ，感 觉 像 在 完 成 一 件

精美的艺术品。也就是每年端午

节一次次的耳濡目染，让老王很早

就 学 会 了 包 粽 子 ，也 让 他 每 年 对

包 粽 子 都 乐 此 不 疲 。 老 王 仍 记

得 ，小 时 候 每 人 只 能 分 到 半 个 粽

子，但含着红枣的甜糯滋味，比现

在任何山珍都珍贵。

“如今粽子不是稀罕物了，不仅

仅是端午节能吃上，平时在超市里

也都能买到，这在我小时候想都不

敢想。社会发展太快了！”望着

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粽子礼

盒，老王感慨万千。

小 时 候 ，过 端 午

节都要扎彩绳、戴香

囊。老王对此记忆

深刻，今年他依然

早早地给孙子、外

孙 买 了 彩 绳 、香

囊，就等着端午节

时给孩子们戴上，

祈 愿 孙 辈 健 康 快

乐成长。

“ 奶 奶 ，快 看 我 的 粽 子 像 小 枕

头！”“妈妈，我包的粽子‘开花’啦！”5
月 23 日，离石小博士幼儿园的操场

被端午的民俗气息层层包裹，一场以

“巧手制粽传文化 家园共育护成长”

的端午实践活动热闹展开，一个个亲

子家庭正以最温暖的方式打开传统

文化的传承之门。

下午 3点，包粽子区的长桌上摆

满翠绿粽叶、雪白糯米和晶莹蜜枣。

65岁的王奶奶戴着老花镜示范：“粽

叶要先折出三角漏斗，放米时像给娃

娃盖被子，得压实咯！”5岁的朵朵踮

脚模仿，却因用力过猛让糯米从叶缝

滑落，逗得邻座家长轻笑。

“看我的‘魔法三角粽’！”大（2）

班乐乐举着歪歪扭扭的粽子高声炫

耀，一旁的爸爸赶忙用手机记录：“这

是孩子人生第一个粽子！”

随着“巧手家庭”比赛开始，现场

气氛升温。中班家长刘女士在王奶

奶的指导下，用“折、盛、压、包、扎”五

步法，折出规整的四角粽，“以前总买

现成的，今天才知道包粽子要手稳心

细，像带孩子一样。”15分钟角逐后，

10 组家庭捧着“巧手家庭”奖状合

影，孩子们举着粽子蹦跳，糯米粒沾

在鼻尖，笑出了月牙眼。

在端午知识小课堂，动画短片配

合教师绘声绘色的讲解，将屈原投江

的故事娓娓道来，家长和孩子听得入

神。当教师展示挂艾草、赛龙舟等习

俗图片时，孩子们不时发出惊叹声。

知识问答环节，“端午节是为了纪念

谁？”话音未落，小手如林般高高举

起，“我知道！是屈原！”清脆的童声

响起，答对的孩子接过艾草香囊，鼻

尖凑近轻嗅，眼里闪着好奇的光。

园长李翠英在活动总结时动情

道：“当孩子们用小手触摸粽叶，用童

心理解习俗，传统文化便不再是遥远

的符号，这些不怎么完美的粽子，正

是文化传承最生动的模样。”

夕阳为操场镀上金边，家长与孩

子手执艾草香囊合影留念。镜头里，

翠绿粽叶与纯真笑脸相映成趣，糯米

清 香 与 欢 声 笑 语 交 织 成 节 日 的 乐

章。一位家长在留言墙上写道：“最

好的文化传承，不是课堂说教，而是

亲子共尝劳动果实的甜，这个下午，

我们不仅包出了粽子，更包住了最珍

贵的亲子时光。”

午后的阳光洒满社区广场，五彩

的香囊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加油！加

油！”此起彼伏的呐喊声打破了往日的

宁静，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正在火热

进行。5 月 27 日，在离石区龙凤社区

“粽香传情 乐享端午”主题活动现场，

社区居民、环卫工人、天龙救援队及物

业公司人员等 100余人欢聚一堂，共度

端午佳节。

“预备，开始！”只见哨声一响，参

赛的两支队伍像拉满的弓弦般向后倾

斜，有人双手死死扣住麻绳，有人额头

青筋暴起，手臂肌肉不停地颤动……

红绸带在中点位置剧烈颤抖，时而向

左 偏 移 三 厘 米 ，时 而 又 被 拉 回 五 厘

米。围观居民高声呐喊助威，最终经

过几轮激烈角逐，南城中心校代表队

凭借默契配合夺得冠军。随后进行的

坐爆气球游戏更是点燃了现场气氛。

孩子们像灵巧的小鹿般在场地中穿

梭，银发老人也焕发出青春活力。每

当气球被成功坐爆时，“砰砰”的清脆

声响便引来阵阵欢笑，此起彼伏的爆

破声仿佛为端午佳节奏响了独特的乐

章。

在欢声笑语中，社区工作人员将

精心准备的端午香包和五彩绳一一送

到居民手中。这些手工制作的香包散

发着淡淡的艾草清香，五彩绳在阳光

下闪烁着鲜艳的色彩。“五彩绳一定要

戴到端午节后的第一场雨，寓意着平

安健康。”社区居民王阿姨接过五彩绳

后，一边给孩子佩戴，一边认真地向他

讲解着传统习俗。粽叶的清香混合着

糯米的甜味在空气中弥漫，大家围坐

在一起，品尝着刚出锅的热粽子，你一

言我一语地聊着家常。工作人员付彦

婷感慨地说：“看到大家这么喜欢这些

传统习俗，我们筹备时的辛苦都值得

了。”

为鼓励居民持续参与社区活动，

该 社 区 还 特 别 开 放 了“ 积 分 兑 换 超

市”，平日参与志愿服务的居民可用积

分兑换洗衣液、牙膏等生活用品。居

民李凤连捧着刚兑换的香皂和洗洁

精，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这次社

区活动办得真贴心！既让我们体验了

传统节日的乐趣，又能用积分兑换实

用的生活用品。特别是拔河比赛，把

我们这些老邻居的心拉得更近了，希

望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她边说边展

示兑换到的礼品，周围几位居民也纷

纷点头附和。

“此次活动不仅让居民感受到端

午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搭建了邻里交

流的平台。未来我们将以传统节日为

契机，持续推出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

惠民活动，让社区真正成为居民们的

温馨家园。”龙凤社区党支部书记付强

强表示。

粽叶飘香，情暖邻里。从激烈的

拔河比赛到妙趣横生的坐爆气球游

戏，从吃粽子、佩戴香包五彩绳到积分

兑换，龙凤社区以丰富多彩的活动让

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欢声笑

语中凝聚了社区温情，书写了新时代

邻里和睦的生动篇章。

老王的苇叶记忆
□ 本报记者 王涛

青塘小厂煮出粽香“大味道”
□ 本报记者 李亚芝

“端午经济”释放消费活力
□ 本报记者 罗丽

王清顺：“粽”出新天地 香飘致富门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粽香氤氲处 最是邻里情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萌娃“粽”动员 古韵润童心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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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展示艾草香囊。

张娟娟 摄

珍珍正将一箱箱粽子码放整齐。

李亚芝 摄

市民在挑选粽叶市民在挑选粽叶。。

罗丽罗丽 摄摄

工人正在制作粽子。

刘少伟 摄

社区工作人员将端午香包和五

彩绳送到居民手中。 刘丽霞 摄

农历五月初五，粽叶飘香，团圆安康。作

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不仅承载着千年文化记忆，更在现代消费浪潮

中焕发出新的经济活力。

粽子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符号，无论是在大

型超市还是餐饮小店，都占据着黄金位置，直接

将节日氛围感拉满。记者来到位于市区的家家

利生活超市，各种包装的粽子被整齐摆放，有不

少消费者已经赶来选购粽子。散装粽子主打性

价比，10元 4个；本地品牌青塘粽子推出了江米、

黄米等混搭的礼盒装，价位从 45元、99元到 198
元不等，让市民有了更多的选择。销售人员表

示，今年端午粽子的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买来

自己吃的消费者大多选择散装粽子，价格稍微高

一点的高档粽子礼盒适合走亲访友，销量比往年

也有所增长。此外，也有部分市民选择自己包粽

子，寻找一种节日仪式感，带动粽叶、红枣等粽子

制作原料热销。“现在买粽子确实方便，口味也越

来越丰富，但自己包才有过节的仪式感，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包粽子，这才是端午的味道！”正在精

心挑选粽叶的李女士笑着分享道。

除了日常售卖粽子的商超外,不少烘焙店

也加入了售卖粽子的行列，积极尝试创新口味，

这一举措不仅贴合了年轻群体的消费偏好，更

为消费者在传统口味之外带来了新奇的味觉盛

宴。在市区一家连锁烘焙店，货架上整齐摆放

着包装精美的粽子，令人垂涎欲滴。销售人员

小张正热情地向顾客介绍今年的新品：“今年我

们的粽子在口味上做了大升级，有蛋黄肉粽、沙

茶牛肉粽、梅菜藤椒牛肉粽等。”在一旁挑选粽

子的市民王女士拿起一袋牛肉粽仔细端详，“听

起来很新奇，想给家里人尝尝鲜。”

端午节素有佩戴五彩绳、悬挂艾叶香囊的

传统习俗。在市区人流量大的街头，售卖五彩

绳和香包的摊位前人头攒动，市民们精心挑选、

试戴着心仪的五彩绳。这些五彩绳以各种颜色

的丝线编织而成，色泽鲜艳、工艺精美，价格在 5
元至 15元不等。市民魏女士在一个摊位前驻

足许久，最终挑选了 2根五彩绳。她告诉记者：

“我每年都给孩子戴五彩绳，把美好的愿望寄托

在孩子身上，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从飘香的粽子到承载美好寓意的民俗饰

品，端午特色商品的热销，不仅展现出传统节日

的魅力，更带动了端午经济。随着端午节的脚

步越来越近，这份浓浓的节日氛围还将持续升

温，让传统佳节与现代消费碰撞出更多火花。

“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

戴香囊。吃粽子，洒白糖。龙船下水喜洋

洋。”这首民谣生动地唱出了人们过端午节的鲜活

画面。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早已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节日，而是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浓烈民族

情感的独特文化符号。

临近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会忙碌起来，准备迎接这个充满仪式感

的节日。无论是线下热闹非凡的赛龙舟、琳琅满目的粽子展销会，还是线

上如火如荼的直播带货、丰富多彩的文化直播活动，都成为推动节日经济发

展的重要力量。

同时，端午节也成为了展示地方特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契机。我市

各地纷纷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端午活动，如端午诗会、包粽子比赛等，不仅极大地

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带动了周边旅游、餐饮等相关

产业的发展。这些活动不仅传承和弘扬了端午节的文化精髓，

更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此外，端午节还显著促进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与端午节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文艺作品等如雨后春

笋般层出不穷，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新动力。这些产品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传

统文化的强烈需求，也为文化产业带来了新

的经济增长点。

端午节的独特魅力，正在以其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

础，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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