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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依依道春意，又是一年清明时。

今年是清明节正式成为国家法定假

日的第 15个年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

有在清明扫墓祭祖和踏青游春的风俗。

这个清明节，尽管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各

地群众还是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通过

各种形式缅怀先人、致敬英烈、游览春景。

忆亲人，
在追思里传承清正家风

“您不曾离去”“永远怀念”“愿那苏

醒的万物带去我的思念”……在湖南江

永县上江圩镇河渊村村民何云峰家族微

信群里，20多条信息陆续跳出，表达着对

先人的思念。

这个清明节，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不

少群众无法如愿返乡祭扫。网络祭扫成

为备受关注的新型祭扫方式。

民政部数据显示，仅清明节假期首

日，在全国 2000 多个网络祭扫平台上，

网络祭扫群众就达 695 万人次，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 275.7%。

此外，到公墓、陵园祭扫的人群不再

拿着鞭炮、纸钱，鲜花成了他们寄托哀思

的新选择。

在云南昆明，今年 74岁的市民杨青

云和妻子买了 126枝菊花祭奠亲人。杨

青云告诉记者，以前祭扫时都是烧纸钱

祭奠，纸灰漫天、烟雾呛鼻。从前年起，

他们开始用鲜花祭扫，环保又安全。

“相较于形式，祭扫更应看重的是心

意。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形式，当人们在

内心怀念逝去的亲人时，就是家风和精

神的传承。”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

文化学院副院长徐晓玲说。

祭英烈，
在缅怀中凝聚前行力量

每 思 祖 国 金 汤 固 ，便 忆 英 雄 铁 甲

寒。在清明这个慎终追远的特殊日子

里，许多人选择缅怀先烈、祭奠忠魂。

拔草、添土……江苏盐城五条岭烈

士陵园长眠着 2000 多位壮烈牺牲在盐

南阻击战中的革命先烈。清明前夕，村

民卞华和儿子卞康全忙着为烈士坟茔添

土。从祖父卞德容，到父亲卞华，再到卞

康全，这一家三代已在这里义务守墓 70
余载。每年清明为烈士扫墓早已成为这

个家族根深蒂固的传统。

“清明是祭拜亲人的时节。这些为

了我们今天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的

英烈就是我们最亲的人。他们的故事不

能被遗忘。”卞康全说。

今年清明节，由于疫情等因素影响，

一些烈士陵园暂时关闭，一些烈士家属

无法到现场祭扫，但烈士们并不孤单。

在地处边境的云南省红河州，由当

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烈士陵园干部职工

组成的志愿服务队队员统一着装，为烈

士墓碑描红、清理落叶枯枝、敬献鲜花、

深深鞠躬。

在江苏常州，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

和烈士陵园工作人员提前与 30 余位烈

士家属取得联系，了解需求，并在清明节

期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为他们提供

点对点的帮助。

不一样的祭奠形式，一样的真情流

露。

今年清明，人们将缅怀英烈的情感

在“云端”释放。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

部宣传中心联合全国多地英雄烈士纪念

设施 5日开展 2022年“清明祭英烈”主题

慢直播纪念活动。在 12 小时不间断慢

直播中，网友通过留言互动、线上献花等

形式寄托对英烈的哀思，表达对先烈的

崇敬之心、感念之情、传承之志。截至 5
日 14时，直播获得超过 2781万人次的网

友观看。

缅怀英魂，汲取慨然前行的力量。

“我们要以这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为方向指引，好好学习，建设好我们的祖

国。”江西丰城中学高一学生张悦在网络

祭扫平台的留言道出了广大群众共同的

心声。

踏春游，
守护文化根脉、探寻春的气息

伴随钟鼓声响起，全体肃立，身着民

族服饰的少年儿童唱响《黄帝颂》……4
月 5日上午，壬寅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

礼在陕西延安黄陵县桥山黄帝陵举行。

在敬献花篮和恭读祭文后，全体参

祭人向轩辕黄帝像行三鞠躬礼，随后登

场的乐舞告祭亦古亦今、大美大雅，一条

56米的“巨龙”腾空而起，形象再现了“桥

山龙驭”的传说。

“我 2006 年就来祖国大陆发展，从

我第一次参加公祭活动到今天这次，每

年都见证着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守护民

族根脉的盛典，内心非常自豪，同时也感

谢国家出台政策，给我们台湾同胞提供

了良好的创业环境。”作为代表，西安市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林政忠在

典礼上敬献了花篮。

视频直播、线上线下联动、打造网上

祭祖平台……在“中华云祭祖”平台中，

无法亲临现场的炎黄子孙可以“云游”黄

帝陵，虚拟体验点烛、献花等祭祖仪程；

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发布自己所处的位置

和祝福话语，表达拳拳赤子情怀。

举办文化活动守护民族根脉，踏青

出游探寻春的气息。

清明假期，北京市属公园推出 30处

赏花踏青地。在玉渊潭公园观赏娇俏可

爱的早樱；在颐和园乐寿堂、玉澜堂，天

坛公园斋宫等地感受玉兰花开的诗情画

意；在北京植物园看粉嫩的辽梅山杏与

洁白的白花山碧桃交相辉映……清明节

期间，北京市属公园严格执行“限量、预

约、错峰”等防疫措施，游人提前网络预

约购票、科学佩戴口罩、错峰游园，踏青

防疫两不误。

不只是在北京，在陕西西安白鹿原

影视城，身着汉服的游客赏花品茶、诵诗

投壶，感受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在甘肃

敦煌鸣沙山下，千亩杏花竞相绽放吸引

众多市民游客。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举

措的同时，市民游客踏青寻春、亲近自

然，不负好春光。（记者高蕾、范思翔、邱
冰清、谢樱、蔡馨逸）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要提升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关键得在藏粮于技

上做文章啊！”站在自家绿油油的麦地边，安徽省阜

阳市太和县旧县镇种粮大户徐淙祥说，种子、化肥等

用量背后都有“大学问”，不是用得越多越好，而要

“精打细算”、科学种粮。

当前，正值春管春耕关键时期，记者来到徐淙祥

所在的太和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这里成片的麦

苗随风摇曳，一盆盆蛹虫草在智能菇房里茁壮成长，

成群的鱼儿在集装箱里上下跳跃……

太和县地处黄淮平原腹地，拥有耕地 194万亩，

农业主导产业粮食常年种植面积超过 270 万亩，主

要品种包括优质小麦、大豆、玉米等。蔬菜瓜果等种

植面积 18万亩。近年来，太和县以促进乡村产业发

展为抓手，围绕产业强龙头，壮大龙头带产业，2015
年太和县整县制被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走

上产业转型之路。

科学种粮，是太和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春管

春耕的一大特色。

谈及藏粮于技，69岁的徐淙祥掰着手指向记者

介绍说，采用精量播种方式，一亩地需要播撒约 25
斤小麦种子，而普通农户需要约 40 斤；采用土壤化

验、配方施肥等方式，一亩地化肥用量比普通农户少

40 斤以上。“投入成本下降了，每亩地粮食产量达

1200斤，高于普通农户 200斤左右，整体种粮效益提

高了。”

记者在安徽省百麓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看

到，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着，而在智能菇房里，一盆

盆蛹虫草茁壮成长。公司创始人董建国说，这里每

天生产食药用菌（蛹虫草、红托竹荪等）鲜品 4 吨左

右，经采摘、包装后，运输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

受到消费者青睐，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蛹虫草生长情况设置温度

等指标，还能实时查看通风、光照等情况，实现智能

培育。”在蛹虫草生产车间门口，董建国指着一块显

示屏说，得益于政府提供基础设施配套、用工协调等

支持，该公司发展快速，智能菇房已从去年的 110间

增加到目前的 210间，去年产值超过 1亿元，今年预

计将翻一番。

除了科学种粮、智能育菇外，数字养鱼也体现出

太和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科技含量。

在良庄农业科技园里，一排排蓝色集装箱，以及

写着“养殖箱体全程模拟自然生态环境，还您江湖鱼

的味道”等字样的标牌，别有一番趣味。记者了解

到，这里是一个智慧渔场，装满水的集装箱则是鲟

鱼、鲈鱼、鲫鱼等的“家园”，打开一个集装箱的顶部，三五成群的鱼儿在约 15平方

米的水里游来游去。

那么，智慧渔场的“智慧”体现在哪里？记者来到智慧渔场数字控制中心，这里

有数字渔业信息管理平台，水温、溶解氧、氨氮等指标一目了然，可以对鱼类生长状

况进行全方位监测管理。

“我们模拟活水循环，采用尾水处理、养殖废水利用等方式，打造适合鱼类生长

的环境，实现全程可控化、标准化生产。”良庄农业科技园负责人陈金良告诉记者，

与普通鱼塘相比，集装箱养殖同等数量的鱼，可以节约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均在 90%
以上，“这个智慧渔场有 70个集装箱，一年能产鱼约 40万斤。”

太和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徐功学说，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太和

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强化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攻关、实行渔业绿色健康养殖模式

攻关、开展休闲农业绿色体验模式攻关等，取得初步成效，“我们正全力将其打造为

一个可用、可看、可学、可推广、可复制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新华社合肥4月5日电

▲4月 5日，小朋友在江苏省镇江句容市白兔镇龙山湖村一处花

海玩耍。

4月 5日，家长带着孩子在山东省枣庄市东山阴村田间玩耍。

当日是清明节，不少人来到户外踏青游玩，感受美好春光。

新华社发 钟学满 孙中 摄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层展厅

内，森然兀立的绞刑架前，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人久久伫立。

老人是李宏塔，1927年的那个春天，

他的爷爷李大钊一袭长袍，神色泰然，阔

步走上这个绞刑架。在绞索下完成了自

己人生最后一次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

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

主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必

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在清明节这样特殊的时刻来到党

史展览馆参观，更加感受到今天的幸福

生活是老一辈革命家用流血牺牲换来

的，我们要珍惜当下。”李宏塔目光沉静

坚毅。

得知清明节期间，有很多学生和青

年人前来观展，李宏塔感慨道：“每一代

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青年是祖国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了解党的历史有助于他

们成长为有理想、有志向、有担当的新一

代。”

仰望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前来参

观的李紫钰眼中泪光闪动。她说：“穿越

百年，我们新一代年轻人已在李大钊梦

想的那个新中国幸福成长，继续建设赤

旗的世界。红色精神代代相传，不曾泯

灭。”

还原长征场景的“4D+6 面”全景影

片让北京八中学生平洛嘉印象深刻：“当

红军的队伍蜿蜒在沼泽地，我看到队伍

中一位战士背着一个孩子奋力前行，我

一下子身临其境，集体的力量和不屈的

精神给我巨大震撼。影片结束后，我和

我 的 同 学 依 然 沉 浸 其 中 ，久 久 不 能 平

静。”

“看着仿真凌空除险作业场景，我理

解了为什么红旗渠能被称为‘世界奇迹

’，那是顽强的中国人民用落后的钢钎和

小推车创造的奇迹。”

……

清明节期间，北京八中组织 530 名

学生来到党史展览馆参观。“清明时节组

织学生来此缅怀革命先烈，切身感受党

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

先辈们高尚的品格激发和引领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八中校长王俊成告诉记

者，教育的使命是立德树人，为党为国育

人育才。

“参观过程中，班上的同学们和我交

流时，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心潮澎湃。”历

史老师唐晓春说，“很多内容课上都领着

学生背了很多次，但是来参观后，同学们

的感受明显不一样。在这里，学生们能

够直观地感受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国

家日新月异的变迁，从中汲取力量。”

据党史展览馆工作人员介绍，自开

馆开展以来，有 10万多名师生来学习感

悟党史，总参观人数已破百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自强的民族

生生不息！”

“这世间总有一条路，走上去就知道

自己永不孤单。”

“愿中华民族的明天更加美好，人民

更加幸福，国家更加繁荣昌盛，社会更加

和谐稳定。”

……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一声声对

祖国未来的祝福，快速填满着馆内新换

上的四本留言簿。

馆外，东风吹拂，天清地明，学生们

在《旗帜》雕塑前合影留念，追思中，是无

限生机与希望。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新华社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 樊
曦） 记者 5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今年一季度，国家铁路完成

货物发送量 9.48亿吨，同比增加 2587万

吨、增长 2.8%。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一季

度，铁路货运需求十分旺盛，保持高位

运行。根据各地疫情防控需要，铁路部

门加大防疫物资运输组织力度，开行中

央供港物资班列 35 列，运送各类物资

1384 吨；积极承接“公转铁”货源，满足

企业原材料、成品运输需求；精心组织

化肥、农药、种子等春耕物资运输，开辟

绿色通道，做到快装快运、不误农时，累

计发送涉农物资 4379 万吨、同比增长

8.8%；继续实施电煤保供行动，发挥大

秦、浩吉、瓦日铁路等主要煤运大通道

作 用 ，发 送 电 煤 3.5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6.5%。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保障国际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中欧班列开

行 3630列、发送 3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

长 7%、9%；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发送

17 万标箱，同比增长 56.5%；中老铁路

发送进出口货物 26万吨，呈现强劲增长

态势，加速构建中国至东盟便捷物流通

道，提升了运输时效，降低了物流成本，

惠及了更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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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国家铁路发送货物9.48亿吨

忆亲人、祭英烈、踏春游
——这个清明节各地这样过

□ 新华社记者

清 明 踏 青

▲

抚今追昔，于党史中汲取新的力量
——清明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见闻

□ 新华社记者 董博婷

新华社哈尔滨 4月 4 日电 （记者
梁冬 唐铁富）“今年有了它，化肥比以

前能少用近三分之一。”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卧牛吐镇西

卧村村民李旭东说。

近日，李旭东收到了一张“黑龙江

省测土配方施肥推荐卡”，上面满是各

类数据指标。“测土配方施肥不仅可以

减少化肥的用量，降低种地成本，还能

把土地所需营养配齐，现在种地越来越

科学了。”李旭东说。

近期农资价格上涨，使越来越多黑

龙江农民像李旭东一样更讲究科学种

地和施肥，不仅降低农资成本，也改善

了耕地质量。

“测土配方施肥就是以土壤测试和

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通过为黑土地做

‘体检’，给农作物‘开药方’，提高肥料

利用率，可减少化肥使用，减轻对土壤

和环境的污染。”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孟令群说。

据了解，测土配方施肥使梅里斯区

化肥施用量同比减少 5.01%，化肥综合

利用率提高至 45%。

在黑龙江省龙江县超越现代玉米

种植合作社院内，农民正检修农机、准

备化肥等农资，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我们合作社依靠黑龙江省

土肥站的技术支持，建立了测土配方配

肥站，并采用侧深施肥技术。”合作社理

事长魏刚说，今年计划亩均化肥用量 70
斤，比传统用肥亩均减少 30斤。

因地制宜，按需施肥，靠的是科学

技术。在北大荒集团八五一一农场有

限公司土肥化验中心，记者看到技术人

员正在对采集的土壤进行碱解氮化验。

“今年，我们对 6个管理区的 500个

地块进行采样，采集的土壤经风干、过

筛、粉碎等前期处理，然后进行碱解氮、

有效磷、速效钾、有机质、pH 值含量等

化验。”北大荒集团八五一一农场有限

公司土肥化验中心主任王晓庆说。

“我们农场采取测土配方施肥、重

金属检测等措施加强黑土保护，通过这

些措施让化肥施入更加科学合理，节约

成本，增加效益，预计每亩可增产 5%到

10% ，种 植 户 每 亩 可 增 收 25 元 到 30
元。”王晓庆说。

春耕新气象：化肥减数量 耕地提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