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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记者 谢浩军

1月20日，半岛记者采访了解到，
多数市民已经做好“枣鼻子”大馒头，
炸好了“炸糊”，不少市民还在赶集的
时候购买自己心仪的春联。同时，半岛
记者还从莱西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
到，为了让市民感受莱西特色的年味，
特意在水集街道产芝村举办了民俗非
遗大集，让市民们感受了莱西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你做馒头了？”眼下，这样一句有
点“奇怪”的话，成了不少莱西农村主
妇们之间经常问候的话。这个馒头与
平时的不同，需要在制作的过程中，将
做成型的馒头再揪出一小块面，插上
枣，做成“枣鼻子”。每年春节之前，莱
西多数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家家户
户都要蒸几锅这样的大馒头。
也有不少人选择到馒头店定购。

在莱西市青岛路上的一家馒头店中，
摆放了上百个大小不一的馒头，工
作人员正在塑封装箱。“这都是顾客
定购的，多的定购了30多个。”

工作人员告诉半岛
记者，腊月二十之
后他们就不接单
了，因为根本忙不
过来。
贴春联是春节

必不可少的内容，家
家户户贴上喜庆的春
联，都希望未来的日子

能过得红红火火。进入腊月门，莱西农
村的集市上就出现了很多卖春联的摊
位。
腊月廿五是莱西市水沟头大集、

岚上村大集的日子，在这周围居住的
市民都会去赶大集置办年货，其中春
联、福贴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据卖春联
的摊主董先生介绍，每年的腊月里他
都会在岚上村集市上卖春联，过了腊
月二十之后，就每天都在，太阳快落山
的时候才收摊。
由中共莱西市委宣传部、莱西市文

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弘扬非遗文化·深化
文明实践”莱西市第二届民俗非遗大集，
腊月廿三日在产芝村成功举办。
在特色展演区域，莱西木偶戏、莱

西雕刻葫芦、莱西秧歌、莱西面塑、莱
西剪纸、莱西玉雕、莱西陈氏古家具修
复等莱西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吸
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同时，莱西割
掰火烧、院上烤鸡、莱西抻面、莱西前
寨米酒、莱西老五甄白酒、莱西张氏蟾
公酒、莱西马氏巧饼等莱西特色美食
也吸引了不少人购买。

□文/图 半岛记者 邬明洋 郑阳

春节民俗文化透过时光的沉淀和
岁月的变迁一直延续至今。而在文化
底蕴深厚的平度，在守正创新中，平度
的年味也越来越浓厚。一方面，在广袤
的平度农村大地，农民群众坚持传统
的春节习俗，守住了浓浓的年味；另一
方面，由政府搭台，民间唱戏，创新地
将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
民俗文化融入到春节期间的80余项文
化活动中，通过文艺轻骑兵、非遗大
集、希望的田野、镇街春晚等多种走基
层、接地气的形式，让春节的欢乐持续
上演，活跃了群众的春节文化生活。
1月20日，半岛记者来到平度市旧

店镇郑家村，见到了今年70岁的老村
主任、老党员郑明光，从20岁结婚，到
现在70岁子孙满堂全家17口人，家人
一起过春节一直是郑明光坚持的传
统。
大年三十，郑明光早上一起床便

会安排家里的小辈人给家里贴上对
联，挂上大红灯笼，自己则会准备食物
献给前辈。
下午郑明光会去祖坟“请神”，随

后家人开始吃除夕夜的第一顿饭。吃
饭后全家人会聚在一起，聊聊这一年
过得如何，大家对新的一年的憧憬等，
伴着电视机里响着的春晚的声音，不
知不觉就到了零点。

严格地说，春节是从零点开始的。
郑明光首先会烧纸。同时郑明光的妻
子及儿媳便开始下饺子，吃完饺子后，
就开始拜年了。凌晨两点左右，除夕夜
算是吿一段落，大家都会回家休息，睡
个好觉。
1月19日，宗家庄木版年画、泥塑、

面塑、剪纸、雕刻、陶艺、刺绣、布艺、烛
竹马、扛阁、东关锣鼓、罗汉螳螂拳、新
河地龙拳、铜塑、木雕等集体亮相平度

非遗大集，平度市文化馆馆长袁卫忠
告诉半岛记者，由平度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平度市2020
年非遗巡展将在春节、元宵节期间开
展，有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非遗展
示、传承活动，活动场次共计80余场，
展示平度地方特色和民间优秀传统文
化魅力，增添春节喜庆氛围，让春节喜
庆欢乐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元宵节前
后。

看看泥塑 品品文化
平度春节非遗展示传承活动80余场，内容丰富形态多样

平度将在春节、元宵节期间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传承活动。

蒸蒸馒头 尝尝烤鸡
莱西特色美味“打擂”，马氏巧饼、前寨米酒等让人大呼过瘾

莱西木偶戏吸引市民驻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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