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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1日下午2时起，马鞍山市正月十五闹元宵灯
谜竞猜暨广场文艺演出正式开始。昨日，在该市文化
馆广场上，挤满人群，大家站在灯谜前，或议论，或沉
思，或推敲……相互竞猜灯谜。“可上可下，打一字？”

“上面一个可字，下面一个可字，加起来不就是个‘哥’
字嘛。”两个穿校服的小伙伴争论起来，谁也不服气谁。

“这项活动已经连续举办7年了。”据该市文化馆馆
长陈学明介绍，市文化馆已经连续7年承办“正月十五
闹元宵灯谜竞猜暨广场文艺演出”活动，今年不仅在现
场准备了1000条谜面，还特别设置了100条微信谜面
供网友“网上猜灯谜”。 夏扣平 记者 张发平 文/图

马鞍山：
灯谜竞猜闹元宵

2 月 22 日，滁州凤阳县举行第二届民间花鼓
灯暨唢呐班子大赛，16 个乡镇园区的数百名花鼓
灯民间艺人纷纷登台，表演传统花鼓灯，喜气洋洋
闹元宵。

在凤阳，众多男女老少能唱会敲锣打鼓玩旱
船扭花鼓灯，自娱自乐。花鼓灯常演的歌、舞、剧
有《扑蝶》、《游春》、《丢手巾》等，反映青年男女的
爱情生活，表现他们相互爱慕、追逐嬉戏和反对封
建礼教的故事、传说，表达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喜
悦心情。 马顺龙 记者 胡昊 文/图

滁州：
传统花鼓灯欢喜闹元宵

2月22日，2016“元宵节”民舞展演踩街活动，在
涡阳县老子文化广场拉开序幕。来自县雄风舞狮团
的舞狮及义门棒鼓舞民舞队的棒鼓舞、腰鼓、太极
拳、婚俗、旱船、跆拳道、竹马等表演组成了今年的

“踩街”队伍。
“踩街”活动于上午 11 时正式开始，表演队伍

从老子文化广场出发，沿途为市民献上舞狮、划旱
船、花轿娶亲、腰鼓秧歌等各具特色的传统民俗表
演，大家身着艳丽民族服饰，步伐统一，脸上洋溢着
笑容。舞狮和婚俗表演惟妙惟肖、憨态可掬，诙谐
幽默的演出引得在场观众开怀大笑。街上的居民
百姓早早地等候在表演区域，共同分享这份属于元
宵节的热闹和喜庆。

张东方 韩猛虎 记者 任杰 文/图

亳州：“民舞踩街”迎元宵

蚌埠的元宵之夜，家家煮元宵、备酒肴、祭祖先
“送祖”，也有的家庭是“送灶神”。而在蚌埠农村，晚
上多玩花鼓灯，除花鼓灯铜锣之外，主角有两个，一
个丑角打伞，一个男扮女装叫“兰花”，两人对唱，以花
鼓歌为主。迎灯的观众，放鞭炮欢迎花鼓灯，于是随行
的群众齐声喝彩，玩花鼓灯的驻足唱歌，丑角和兰花，
边扭边唱。 田万荣 记者 赵汗青 文/图

蚌埠：花鼓灯边扭边唱

□记者 李尚辉

扭秧歌、舞狮子、猜灯谜……春节余温还在，闹
元宵又拉开了序幕。

元宵节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也叫元夕、
元夜，又称上元节，因为这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因
历代这一节日有观灯习俗，故又称灯节。

那么，我省各地都是用什么方式来庆祝元宵这
一节日的呢？接下来就让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
者带你一起去看一看。

昨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合肥市磨店社区沿河村一
带的侯氏村民们在田间地头舞狮弄棒、敲锣打鼓，壮
汉们抬着祖先的塑像开始一年一度的祭祖祈福、“打
年将”活动，度过一个别样元宵节。

闫芳 王斌 记者 于彩丽 文/图

合肥磨店:祭祖、打“年将”

昨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包公园浮庄景点“迎
金猴、闹元宵、猜灯谜、赢大奖”活动如约在景区登
场。事实上，除了猜灯谜，包公园浮庄景点还给参与
的游客准备了元宵节红包。所有参与互动的市民凭
正确的谜底在景区售票处进行抽奖。其中，吉祥奖
20名、如意奖30名、幸福奖50名、安康奖500名。

俞包淳子 记者 董艳芬 /文 倪路/图

包公园：送600份“红包”

舞龙舞狮猜灯谜
昨日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昨日，合肥城隍庙在娘娘殿前举行丙申年庐州府城隍爷出巡送福，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城隍爷出巡是盛大的庆
典，敲锣打鼓，扛旗抬轿，划旱船、打连厢、舞狮舞龙、踩高跷、孙悟空等民族文化团队，也进入市民视野。 记者倪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