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天气并不好，多云转雨。当

日15时许，芝英镇各村村干部就组织

参加“七岁灯”迎灯活动的村民排好

队陆续到镇政府候场。村民们穿着

雨衣，扛着分量不轻的毛竹和红灯笼

制成的“七岁灯”，在越来越大的雨势

中等待。

到了 16 时，雨势已经不小，本来

就低温的环境加下个不停的冷雨，对

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时间一到，开路的工作人员就敲

锣打鼓往外走，所有人马上进入状

态，扛起自己的“七岁灯”有序接成一

条跳跃着的红色长龙，穿过街道、走

过古城。

最后，“七岁灯”队伍来到老市

基，游走一圈后，才算结束这场特殊

的仪式。这个时候，他们已在冷雨中

淋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戴手套的手冻

得又僵又红，头发被雨淋湿粘在脸

上，但他们的兴致仍然高昂，有人抖

着身子说冷，但没有人因为冷而中途

放弃。

很多没有扛灯的村民也自发跟

着“七岁灯”队伍行走，或者直接在老

市基等待，营造了热闹喜庆的氛围。

究其原因，是这场活动饱含着美

好祝福，是群众喜闻乐见、愿意参与

的活动。他们才能在不利的“天时”

条件下，以“人和”呈现出一场视觉盛

宴。

传统民俗活动就是需要集体参

与的活动，参与者可以沉浸在传统的

仪式、庆祝活动和娱乐形式中，感受

不同的情感和乐趣。

在之后的迎龙灯活动中，也是因

此让人感受到群众的共情。

“七岁灯”过后，是芝英镇某村的

迎龙灯活动，活动的主场仍然是在老

市基。雨一直没停，龙灯一直没停，

前来观看的村民乃至游客的涌入也

没有停。

迎龙灯是个体力活，不仅是抬着

走，还要跟着不同的节奏，时不时地

飞快奔跑，释放出龙腾虎跃的活力。

所有人员都会把自己融入“一条龙”

这个整体之中，似乎付出更多的努

力，就代表着对于未来美好生活更诚

挚的祈福。

观看活动的半面街上，人挤得

满满当当。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目

光锁定着龙头或者龙尾的动向，时

不时还为一个个小高潮表演欢呼叫

好。

在人数众多的活动现场，自然也

少不了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他们

从前期准备的时候就在点位上驻守，

引导活动队伍，守好安全防线。一直

到所有活动结束，人群散场，他们才

结束工作离去。

融媒记者 何悦

J 今天我出街

迎灯现场

传统民俗活动
何以拥有号召力
芝英元宵活动采访有感

2 月 20 日至 26 日，芝英镇举办“千灯万福
古韵缙州”2024年元宵文旅活动，通过迎龙灯、

赏戏曲、猜灯谜等活动，与群众共度佳节。2 月
22 日下午是“七岁灯”出灯的时间，这场“七岁灯”活动的成
功举办，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民俗活动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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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有你有我

体验迎龙灯
读友fds：今年元宵节，我有幸体验

了一回迎龙灯。孩子们举着小灯笼在龙

灯旁边笑着闹着。迎龙灯后，我虽然腰

酸背痛，但依然很快乐。

后窗主持人：雨天迎龙灯是辛苦的。

传说龙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所以人们

通过迎灯祛灾祈福。

中考压力大
留点喘息空间

读者干啥的v：这学期是我进入初三

的第二个学期。妈妈逮着我就叫我看

书，我却想给自己留点空间喘口气。

后窗主持人：中考至关重要，你跟妈

妈商量好，定好新学期学习目标，加油。

寒潮去了又来
不知如何穿衣

读友耿瑞丰：寒潮去了又来，刚收好

的羽绒服又拿出来穿上身了。最近天气

多变，感觉一周就经历了四季，衣服都不

知道怎么穿了。

后窗主持人：这种天气特别容易引起

感冒，你要注意增减衣物。同时，你要关

注天气预报，及时做好防范。

融媒记者
应桃蕊 整理

以上读者留言来

自 掌 上 永 康 App

姐妹帮版块

陈兰芬夫妻对读报的兴趣，还得从

几十年前说起。

“我看报纸的习惯是工作的时候养

成的。”陈兰芬告诉记者，她以前在当时

的八字墙小学教书，学校订有《永康日

报》。每逢课间，她都会抽时间读报。

而在胡振益记忆中，他与《永康日报》结

缘于阅报栏。当时，他工作的单位设立

了一个阅报栏，阅报栏上每天都会张贴

各种报刊，其中便有《永康日报》。胡振

益每次路过都会停下看好一阵子。

夫妻俩退休后，与《永康日报》的缘

分不仅没有断，反而更加深厚。他们自

费订了一份报纸，这一习惯延续至今，

一订就是 20 多年。2021 年搬进新小区

后，由于投递员无法上门征订，夫妻俩

也不精通手机操作，便让女儿代订。去

年年底，不想麻烦女儿的夫妻俩还特地

前往邮政网点订阅了 2024 年度的《永

康日报》。

现在，每天晚饭后，夫妻俩都会下

楼散步，顺便取走投递员投递在一楼信

箱的报纸。散完步后，他们就会坐在客

厅沙发上，拿起当天的报纸细细阅读，

遇到感兴趣的文章，还会翻来覆去看上

几遍。

“以前，我们订了好几份报纸，像

《参考消息》就挺有意思，现在年纪大

了，精力有限，其他报纸杂志都不订了，

只剩下《永康日报》了。”胡振益说，“《永

康日报》是咱们永康人自己的报纸，肯

定要看的嘛。”

陈兰芬告诉记者，《永康日报》大大

丰富了她和老伴的退休生活，特别是现

在出门少了，这份报纸更是成了他们了

解外面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而

在一众新闻中，她比较关注社会新闻，

正能量又接地气。

“这两年报纸越办越好，更活泼、灵

活了。现在，我最喜欢‘天下·速览’这

个板块。”胡振益从一叠《永康日报》中

抽出一份，翻到“天下·速览”版面，指着

新闻稿说，“你看，什么新闻都有，有其

他省市的新闻，也有发生在国外的事

件，有经济相关的，也有文化相关的，并

且篇幅都不长，很适合老年人阅读。”

在夫妻俩看来，方寸报纸承载的信

息量却不小，打开当天的报纸，犹如内

心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子里，他们能

了解到国际热点、国家大事、本地新闻、

健康科普以及反诈知识等。

而在记者看来，数十年间，这对 81

岁的“报迷夫妻”与《永康日报》同频共

振，一起走过漫长的年华，不变的依旧

是那一份读报的热爱。《永康日报》也正

是因为拥有大量像陈兰芬夫妻俩这样

忠实的读者，才有了前行的动力和继续

发展创新的源泉。在未来的日子里，这

对“报迷夫妻”与《永康日报》的故事，仍

将延续⋯⋯

融媒记者 张曼欣

一天不看一天不看《《永康日报永康日报》》
总觉得缺点什么总觉得缺点什么

8181岁岁““报迷夫妻报迷夫妻””的永报情缘的永报情缘
2 月 26 日，在幸福里小区单元楼里，今年 81 岁的陈

兰芬告诉记者：“一天不看《永康日报》，我总觉得缺点什
么。”她家客厅的一角垒着一摞摞叠放整齐的《永康日

报》。她说：“我和今年 81 岁的老伴胡振益都是《永康日报》的忠实读
者，退休后一直订阅《永康日报》，阅读报纸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J 今天我亮相

陈兰芬和老伴正在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