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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警方在通报中称，温州瑞安市
塘下镇两村民分别于6月9日和10日未
经报备许可，擅自组织人员在村居河道
内划龙舟，其中 9 日活动中龙舟沉水。
记者在一段记录9日龙舟沉水过程的视
频中看到，一艘木质龙舟在极短时间内
沉入水中，参与人员全部落水，且均未穿
救生衣。所幸经现场救援，无人员伤亡。

“开展民俗活动必须安全至上。”瑞

安市公安局执法监督大队大队长贾应武
说，事后经调查，落水人员中有数人不会
游泳，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因
此，公安机关从影响公共安全角度，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八条，对组织者
处以行政拘留。

鉴于当地民间划龙舟活动存在摊
派、低俗、迷信、无序等现象，瑞安市
政府要求按“规定时间、划定区域、限

定队数”原则，引导龙舟队伍有序开展
相关活动，禁止擅自组织和举办划龙舟
活动。

瑞安市龙舟运动协会会长池晓海认
为：“划龙舟在器材、人员身体素质、操作
方法等方面都有相应要求，同时还要防
范极端天气等意外情况，因此建议有专
业指导和保障前提下，安全有序开展相
关活动。”

端午节临近，“新华视点”记者在部分省份采
访发现，“燕窝粽”“人参粽”“鲍鱼粽”等“天价”粽子
现身市场，馅料名贵、包装奢华。为躲避监管，奢华
粽子多由商超销售转向预约订制，由实物礼品变
为虚拟礼券，并打价格“擦边球”搞组合销售。

走访中，不少销售人员表示，高端粽子礼盒
通常是“买的人不吃，吃的人不买，十有八九都是
用来送礼的”。

每盒动辄近千元，多是“人情粽”

近期，记者在部分五星级酒店、电商平台、高
档餐馆等调研了解到，大量粽子礼盒主打“高端”

“奢华”定位，在馅料中添加鱼翅、燕窝、海参、人
参、黑松露等名贵食材，价格每盒动辄近千元。
记者在西南地区某市一家五星级酒店暗访看到，
一款“鲍鱼粽”礼盒售价高达988元，里面只有12
个粽子。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不少热销粽
子礼盒售价在500元以上。一家食品网店客服告
诉记者，店内销量最好的一款粽子礼盒原价1288
元，目前优惠价 820元，含有 12个添加名贵食材
的粽子，平均每个粽子 68.3元。“上架没几天，就
卖出去近500份。”

还有一些“微商”在社交媒体搞所谓“土豪
粽”代购。一名代购人员介绍，鱼翅、鱼籽、蟹黄
等都能包进粽子里。“价格上不封顶，只有你想不
到，没有买不到。”

除了附加一些高档食材，记者还发现，过度

包装也是豪华粽子礼盒普遍的特点。
为让月饼、粽子包装“瘦身”，2022年 8月 15

日，《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
家标准第 1号修改单正式实施，要求减少包装层
数，月饼和粽子的包装层数最多不超过三层；降
低包装成本，销售价格在 100元以上的月饼和粽
子，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不超过15%。

在西南地区某市一家酒店大堂显眼位置，摆
放着一排售价为 498元的“端礼雅韵”粽子礼盒。
礼盒被设计成手提箱样式，烫金印刷的外壳上有
两个皮革锁扣和一个皮革提手。记者解开锁扣
翻开盖子看到，礼盒内部设计同样精美复杂，7个
大小不一的小盒子分两列摆放，打开小盒子才能
看到独立包装的粽子。酒店前台人员告诉记者：

“这款礼盒制作工艺讲究，成本也高，很多人都是
冲包装买的。”

在一些电商平台，不少店铺为礼盒打上“奢
华皮盒”“高端材质”“拒绝廉价感”等标签。某网
店客服介绍，该店“鸿福御品”轻奢礼盒卖得最
好，其“打开后呈现三层步步高升的设计看起来
很霸气”，再加上深压烫金工艺和彩金印刷，很有
高级感。多家商铺表示，为了让礼盒有质感，包
装的重量往往是粽子本身的2到3倍。

值得注意的是，粽子这一传统节庆食物，存
在沦为“人情粽”“办事粽”的倾向。记者梳理电
商平台一些热销礼盒的热门评价，“买来送关系
户和朋友”“领导很满意”等成为高频词。

东部沿海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有
一些重要客户、社会关系，逢年过节是送礼维持
关系的重要时机。粽子本身价值不高，如果不加
点高端食材、包装不够高档、不附些其他礼品，就
很难拿得出手。企业每年端午节前都会订制一
批用来“办事”的礼盒。

为避监管频出“新招”

记者发现，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大对“天价”
食品、过度包装等问题的监管，部分奢华粽子的
销售“由明转暗”，从商场超市向星级酒店、高档
餐厅、社交平台转移。

在西部某市一家高档连锁饭店，大厅正在展
示一款 488元的粽子礼盒。服务员告诉记者，此
款礼盒不公开出售，主要面向老会员和大客户，
目前卖得很好。

“礼盒在店里只是展示，采取预约订制销售
方式，不用怕有人检查。”在某网店微信小程序，

一款售价 2680 元的“荣家端午礼”正在接受预
约。客服告诉记者：“只限特定会员购买，提供送
达服务。”

同时，粽子“礼券化”也十分普遍。一些连锁
糕点店、大闸蟹店依托线下门店多、线上平台全
的优势，通过微信小程序等社交平台出售高档粽
子礼盒券，可快递邮寄，也可到门店自提，并提供
代写贺卡、开发票、指定日期送达等“送礼服务”。

一家知名糕点店线上客服说：“有些单位管
得严，直接送礼盒不方便，不如送电子券安全。”
东部某省一家五星级酒店大堂经理向记者介绍：

“买礼券送人非常合适，如果收礼人不想提货，我
们还可以用现金回收礼券。”

2022 年 6 月，有关部门发布《关于遏制“天
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
过500元的“天价”盒装月饼从严监管。

记者走访了解到，一些商家为规避“天价”之
嫌，通过减少粽子数量将价格定在499元、488元
等。例如，某连锁糕点店推出的“佛跳墙馅粽子”
礼盒，价格 480元，但只有 6个粽子，折算下来每
个粽子 80元。还有一些商家采用组合销售的方
式，单个礼盒 400多元，搭配茶叶、高级食用油捆
绑销售。

加大监管力度，狠刹不正之风

受访专家表示，豪华粽子“改头换面”依然存
在，崇尚节俭、反对浪费、营造“清新”过节风气仍
需久久为功。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等专家建议，相
关部门在加强线下销售渠道监管的同时，还要进
一步完善对电商平台等线上销售渠道的管理，同
时重点关注高端订制、会员礼券等新“招式”，警
惕奢华粽子“由明转暗、由实转虚”。

此外，商品过度包装有关标准还需进一步完
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
秘书长王豁等专家认为，应对包装的材质、环保
性、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更细化的规定，优化初
始包装认定规则，完善包装检测计算方法，让生
产经营者无空可钻。

同时，需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与自我监督功
能，督促行业协会制定遏制过度包装和追求奢
华的行业公约，避免业内盲目竞争攀比、形成恶
性循环。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廖成林
等专家表示，节日期间正常人情往来无可厚
非，但逢年过节往往伴随“四风”问题暗流涌
动，对于“人情粽”“办事粽”等歪风邪气需坚
决制止。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监管力度，开展
明察暗访，倡导党员干部廉洁过节，狠刹粽子
中的“四风”问题。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部分地方“天价”奢华粽子现象调查

6月13日，在莆田木兰溪畔举行的端午节龙舟传统祭江仪式现场，一艘龙舟下水（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6月18日，龙舟队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新安江水域上展开角逐（无人机照片）。
端午节临近，多地举行赛龙舟活动迎接端午。 新华社发

6月18日，农民代表队在南浔区和孚镇民当村进行龙舟比赛。
当日，浙江省湖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暨第七届江南·民当端午民俗文化旅游

节在南浔区和孚镇民当村开幕，来自南浔区各个乡镇的农民选手在河道中赛龙舟、
划菱桶，体验传统端午民俗。 新华社发

6月8日，学生们在传统习俗课上学习制作香囊。
临近端午，为进一步引导学生了解和感受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浙江省诸

暨市赵家镇中心小学开展“迎端午、知端午”系列传统习俗课程，通过制作香囊、包粽
子、做麦花等，让学生在感知、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和传承端午习俗。 新华社发

6月19日，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羽翅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学习包粽子。端午节临
近，多地开展包粽子活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迎接佳节到来。 新华社发

作为民俗活动，划龙舟发源于民
间。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范柏乃认为，对相关民俗活动管理应充
分考虑群众感受，宜疏不宜堵。应在群
众需求和规范管理之间找到平衡点，引
导其健康有序发展。

“龙舟召集人等相关方要落实主体
责任，例如确保参与者穿着救生衣等基
本救生设施，为参与者购买保险等，将
安全风险尽可能减少，而政府部门则要
从场地供给、安全应急救护等方面加强

保障，鼓励支持传统民俗发展。”瑞安市
委书记李坚说。

对于龙舟活动中强制摊派、变相敛
财等行为，多地公安机关也表示将持续
加大巡查力度，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
理。在从事龙舟活动已有 36年的塘下
镇海东村村民郑晓云看来，相较于早年
间，现在群众的法治观念和安全意识都
有了很大提高，这个时候政府部门适时
加以引导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池晓海注意到，近年来，有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被龙舟活动吸引，并参与其
中。他建议可以通过龙舟专题文化讲
座等形式，推动青少年龙舟运动普及。

继 2010年广州亚运会和 2018年雅
加达亚运会后，今年龙舟再次成为杭州
亚运会比赛项目，而龙舟赛事承办地正
是温州。“下一步，我们考虑在中塘河
绿道举办龙舟市集等活动，同时加强
非遗技艺传承人的培训，让更多人了解
这项民俗，助推其健康有序发展。”麻素
挺说。 新华社杭州6月18日电

史籍记载：“竞渡起自越王勾践。
永嘉水乡用以祈赛。”据民俗学者研究，
每到端午，温州近 80%的县（市、区）都
会开展龙舟竞渡活动，温州龙舟竞渡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参与面广、影响
力大。

6月 17日上午，记者在瑞安东北部
的塘下镇中塘河绿道看到，多支民间龙
舟队员身着各色服装，在铿锵鼓声的指
挥下，齐心奋力划桨，龙舟在中塘河里
劈波斩浪，岸上观众大声叫好。

“为了让龙舟爱好者有更好的练习
和竞赛环境，除原有位于南滨街道的龙
舟基地，今年瑞安新开辟了中塘河龙舟
基地，赛段总长度超过 5公里。”瑞安市
副市长麻素挺说，为确保安全，龙舟队
在训练和竞赛期间，水中有救援力量待
命，岸上秩序维护也做好相应预案，龙
舟队召集人可到赛道对应的镇（街道）
预约时间和场地。

今年6月19日至22日，瑞安将在中
塘河组织龙舟活动。塘下镇党委副书

记李学楷介绍，为保证现场有序，活动
共设 8个时间段，同一时间段在活动水
域的龙舟总数控制在70艘以内，参与人
员要求在 18至 65周岁，且有穿衣无协
助游泳 200米以上能力，龙舟器材也必
须经安全审核才能下水。

此外，在 6月 30日，当地还将举办
瑞安市第九届竞技龙舟大赛，对器材、
人员、流程等都作出具体规定。“根据统
计，今年将有 16支队伍报名参赛，群众
对于赛事的热情都很高涨。”池晓海说。

严守民俗活动安全底线

新辟基地成龙舟竞渡热门地

规范管理、加强引导

临近端午，龙舟竞渡活
动在多地如火如荼展开。
然而，近期浙江温州两村民
因擅自组织划龙舟被行政
拘留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处罚依据是什么？当地龙
舟活动开展情况如何？下
一步，怎样更好引导传统民
俗健康有序发展？记者实
地进行了调查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