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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工商银行泉
州分行开展 2025年新员工
适岗融入专项培训，通过体
系化课程设计与沉浸式实
践活动相结合，助力新员工
加速适应岗位、深化职业认
知。全辖近 50名适岗期新
员工全程参与培训。

本次培训构建了“理论
筑基+实战赋能”的立体化
课程体系：开展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专题学习，夯实新员
工廉洁从业思想根基；系统
讲授银行业务知识体系与
岗位操作技能，强化专业能
力建设；开展场景化营销实
战演练，提升客户服务与业

务拓展能力；聚焦职业素养
与职业心态培养，助力新员
工完成角色转换。同时，还
设置了案防合规、保密教育
等课程，强化风险意识与责
任意识。

除了理论学习，该行
还精心策划实践活动，通
过户外拓展训练中的团队
协作项目，深化新员工团
队协作意识与集体荣誉
感；在“青春对话工匠，匠
心筑梦成长”座谈会上，通
过劳模故事分享、非遗技
能传承体验、青年对话交
流等多元形式，搭建起青
年员工与劳模工匠的对话

桥梁。劳模工匠们用自身
经历诠释精益求精的职业
态度，让新员工深刻感受
到工匠精神的魅力与内
涵，极大激发了青年员工
的奋斗热情。

此次培训为新员工快
速融入工商银行企业文化、
提升岗位履职能力奠定坚
实基础。参训学员纷纷表
示，将以此次培训为新起
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岗位
实践动力，传承发扬工匠精
神，以专业能力与敬业态度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
能。

（吴朝辉）

中国工商银行泉州分行举办
2025年新员工适岗融入培训班

活动中，泉淮社区还
携手爱心企业开展“暖心
关怀行动”，为辖区部分新
就业群体、困境儿童、特殊
家庭及高龄老人送去粽
子、食用油等节日物资。

此次活动以“茶韵”为
媒、“粽香”为介，既展现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又搭建了各族群众、新就业
群体与社区共建共治和共
融共乐的平台。未来，泉淮

社区将持续推动“专业社
工+志愿服务”融合发展，
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推动文
化传承与民生服务走深走
实，共建有温度、有厚度的
幸福家园。 （李志民）

品茗咸茶话民俗 粽香四溢传匠心
——泉淮社区开展“粽香传情·茶韵共融”端午主题文化活动

5月28日，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街道泉淮社区同心·百草图书馆前茶韵飘香、
粽香四溢。由泉淮社区党委、居委会联合泉州市委统战部、丰泽区民宗局等共
建单位、社会爱心企业共同主办的品茗咸茶话民俗、粽香四溢传匠心暨“粽香传
情·茶韵共融”——2025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此拉开帷幕。活动深
化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志愿服务”融合服务模式，以传承端午文化、促进民族团
结、关怀新就业群体为主线，沉浸式文化体验与暖心慰问，为辖区居民献上一场
充满温情的节日盛宴。

午时茶也叫柚茶，是
闽台一带具有浓郁乡土气
息的保健茶俗，因习惯在
端午日正午泡饮，故此得
名。

活动现场，由制作达
人蒋先生现场炒制午时咸

茶。据蒋先生介绍，他的
午时咸茶制作时，必须先
用大锅煮开一锅稀粥，然
后装盛起来，在炒制过程
中适量调入。

据悉，这已经是泉淮社
区连续 8年在端午时节举

办炒制咸茶的活动，每年也
都会把制作好的部分咸茶
分发给居民，吸引了众多邻
里阿姨。大家围炉观摩，品
茗间领略百年茶俗的文化
密码，更被非遗技艺的匠心
精神深深打动。

位于百草图书馆中的
包粽子体验区同样热闹非
凡。来自社区老年协会的
苏阿姨等热心志愿者们手
把手教授选叶、填米、裹
叶、捆扎等传统技艺，居民

们分组协作，捋粽叶、填糯
米、封口扎绳，在欢声笑语
中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
力。值得一提的是，快递
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
群体与泉秀实验小学学

生、各族同胞代表共同参
与包粽，新手虚心求教，巧
手热情指导，不同群体在
粽香中交流互动，现场洋
溢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
温馨氛围。

品茗咸茶话民俗

粽香四溢传匠心

暖心慰问送关怀

“嗦啰嗹”也称“采
莲”，因反复吟唱“嗦啰嗹”
得名。这个民俗曾在泉州
失传半世纪，再度复兴后，
便成了端午佳节必备的特
色民俗。

吴安龙介绍，“嗦啰
嗹”民俗以古越文化装扮
唱念的表演形式，直接源
于古代泉州“驱疫傩”及唐
宋宫廷“采莲舞队”，祈愿
驱邪消灾、海贸繁盛。清
乾隆《泉州府志》有记载：

“五月初一采莲，城中神庙
及乡村之人，以木刻龙王
头击鼓迎于人家，唱歌谣，
劳以钱或酒米。”

有地方文史学家考

证，“嗦啰嗹”乃古闽越族对
龙的称呼，是纪念龙王诞辰
的民俗演化，应与古代泉州
海外交通有关。2008年，

“嗦啰嗹”入选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名录。2013年，泉州后山
宫的“嗦啰嗹”又正式获批
为泉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据悉，泉州端午节“嗦
啰嗹”习俗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悠久，其保存相
关的歌谣、偈语、原生态的
节俗仪式等，颇具历史、文
化、科学研究价值，在泉州
各县（区、市）等沿海一带，
影响广泛。

端午“送福”“嗦啰嗹”踩街忙
端午将至，泉州“嗦啰嗹”踩街活动精彩上演，还有火鼎公婆、拍胸舞等各类非遗

表演，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
N海都记者 柳小玲/文 田米/图

在泉州，端午节仍保留着诸
多传统民俗活动：包粽子、嗦啰
嗹、赛龙舟、海上泼水节、水上捉
鸭等。5 月 29 日，农历五月初
三，泉州城南精彩上演了一场

“嗦啰嗹”踩街活动，插榕艾、挂
香袋、喷雄黄酒、唱嗦啰嗹歌，还
有火鼎公婆、拍胸舞等各类非遗
精彩上演。尽管下着雨，仍吸引
不少市民、游客、摄影爱好者前
来观赏、热闹。

29日一早，尽管细雨绵
绵，泉州城南泉郡后山四王
府宫前，不少市民、游客及摄
影爱好者仍然聚集在此，等
候“嗦啰嗹”踩街活动开启。
大约 9时，浩浩荡荡的采莲
队伍出发，行经富美宫、万寿
路、天后宫、德济门遗址、聚
宝街等地，一路锣鼓喧天。

记者见到，阴雨绵绵的
天气下，采莲队伍的热情丝
毫不减，在端午来临之际，如
约为厝边头尾送来祝福。

队伍里有妇女挑着榕艾，引
来厝边、游客争相讨要，大家
收到后，将它带回家插在门
前，便能“消灾驱邪”。

而6名男子肩上扛着的
是“嗦啰嗹”，是个龙王头的
模样。后山宫董事会负责
人吴安龙介绍，与普通的龙
不同，眼前的龙王头由马
嘴、鲤鱼鳃、螃蟹眼和鹿角
组成。做成“马嘴”形状是
因为马的嘴巴长，可以吸走
大水，遏制水灾，而龙头上

长有两角，各分叉成鹿角，
“鹿”谐音“禄”，寓意赐人福
禄。沿街的人们看到“龙王
头”，纷纷祈求来日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表达着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虽然下雨了，但来泉
州赶上难得一见的‘嗦啰
嗹’踩街，是件幸运的事。”
来自深圳的游客张先生说
道。这是他首次接触“嗦啰
嗹”习俗，不禁赞叹是一场
很独特的闽南端午民俗体

验。他对丑角的滑稽造型
和龙王头木雕的印象格外
深刻，觉得既传统又充满想
象力。不仅如此，他还看到

“拍胸舞”“火鼎公婆”等非
遗表演，感叹这是“一场活
态的非遗盛会”。

“我们还领了榕艾和香
袋，跟着队伍巡游‘沾沾福
气’。”成都游客江女士觉
得，泉州传统民俗活动太棒
了，让游客从旁观者转变为
文化体验的参与者。

民俗队伍巡游 古城送祝福

习俗至今已800多年

“嗦啰嗹”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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