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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西湖区
探索“一老一小”暖心服务新路径

今年以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将“幸福荟民生综合体”
引入党群服务中心，积极探索“一老一小”暖心服务新路径。
该区古荡街道嘉荷社区打造党建引领下的助老照料、健康小
屋、幼托早教、名师荟萃等功能区块，包括29个活动空间，链接
21项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50多个服务事项，满足辖区“一老
一小”多元化需求。

嘉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设置“儿童成长驿站”，配备专
职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开设不同的课程，定
期开展“亲子学堂”“家长学堂”“爸爸志愿者团”等活动，为周
边家庭服务。目前，驿站已开展 20 场亲子活动，接待人数
3000余人次。古荡街道嘉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一楼开办

“嘉味道”老年食堂，向全民开放，老年群体则享有折扣，受到
群众称赞。

曹义

山东利津县
村史馆唤乡愁 打造乡土文化品牌

“这个场景展示的是过去的货郎下乡，其中的拨浪鼓是最
有代表性的用具，大家可以试一下，还是原来的声音。”近日，
山东省利津县陈庄镇陈中村历史文化展馆讲解员绘声绘色地
给前来参观游览的学生们讲解。陈中村历史文化展馆入选首
批山东省乡村博物馆名单。展馆分为精打细算的日子、恬淡
宁静的时光、川流不息的岁月、诚信追梦的征程四个部分，记
录着陈中村乃至陈庄镇经济、社会发展脉络。

近年来，陈庄镇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高度重视挖掘保护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将乡村历
史文化展馆作为留住乡村记忆的重要载体，实施文旅融合，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村史馆建设、得胜鼓非遗技艺传承展演
等，彰显地方特色，打造乡土文化品牌，为村庄保存一份记
忆，留下一份乡愁。

韩田田

贵州遵义汇川区
传承红色基因 推进乡风文明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重视传承红色基因，建强红
色堡垒，深入开展“红色领航·娄山先锋”示范创建，以党建引
领大力推进乡风文明、产业兴旺。

该区山盆镇党委按照“红色领航·娄山先锋”党建品牌示
范创建要求，通过标准化推进、示范化引领、清单化考核等举
措，着力打造一批建设基础牢固、作用发挥突出、集体经济强
大、乡村治理有效、群众口碑优良的“五星党组织”。目前，山
盆镇成功创建“五星党组织”3个，引领带动全镇各级党组织当
先锋、走前列、作贡献，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切实把村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
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该镇党员志愿服务、新时代
文明实践、移风易俗等蔚然成风。

何雨沐

北京顺义区
“雷锋式”好少年急救落水居民

3月27日，北京市顺义三中升国旗仪式上，见义勇为的新
时代好少年李浩奇受到了学校的隆重表彰，他在危急时刻，毫
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救人危难。

李浩奇，顺义三中初二年级10班的一名学生。前不久的
一天下午，李浩奇去减河公园健身，走着走着听见一位老奶奶
在喊：“谁家小孩掉水里了。”李浩奇回头一看，有一个小孩在
水里挣扎，河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脖子。当时李浩奇什么都没
想，迅速跳入水中托起那个孩子，小朋友终于得救。

在全校的升旗仪式上，校长李成文为这位新时代见义勇
为好少年颁奖，希望全体同学用实际行动传承见义勇为的传
统美德，用一颗温暖又勇敢的心传递社会正能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一块块鹅卵石做的墓碑上嵌着精美的陶
瓷片，里面置入“二维码”，打开手机扫一扫，
即可登录网上纪念馆，墓主的音容笑貌和生
平故事即可在手机上呈现。不少村民手持鲜
花来到墓前，用手机扫码代替烟熏火燎的祭
奠；身在外地的亲人也可以在手机上参与祭
拜，实现网上文明祭祀。这是近日记者在浙
江省永嘉县岩坦镇小舟垟村门前山生态公园
看到的情景。

近年来，岩坦镇大力推进坟墓生态化改
造，对传统“椅子坟”进行覆土绿化，只留石碑
或者安放鹅卵石，并融合“互联网+”，搭建网
上祭奠平台，同时建设健身休憩场地，将漫山
遍野原本用水泥硬化或砖砌的“椅子坟”坟山
打造成人气旺盛的花园式生态公园。

岩坦是永嘉县坟墓生态化改造1.0到3.0
版升级的试点镇，率先对眠牛山 100 余座椅
子坟进行生态化改造，坚持“只留墓碑，整体
绿化，融入生态”。该花园式生态公园取名

“归根园”，取“落叶归根之意”。改造后，一座
曾经荒草杂芜的坟山变成村民休憩娱乐的公
园。坟墓生态化改造在传统丧葬文化与现代
殡葬理念之间做出一次大胆转变，并建造起
门球场、游步道、凉亭长廊等设施，成了集健
身、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化公园，群众从起初的
坚决反对到大力支持。

鹤盛镇西炉村也已完成坟墓生态化改
造。该村创新使用“书籍+二维码”的墓碑形
式，对墓地进行生态化改造，群众从烧纸钱、
拜坟头，转变为了解祖先生平事迹、传承祖先
家训家风、教育子孙后代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文明新风尚赢得一片赞赏之声。

浙江省永嘉县岩坦镇

坟山变花园，手机扫码祭先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现芳

风落梨花，杨柳依依，又是一年清明时。
近几年，在国家文明祭扫的倡导和移风易

俗的推动下，老百姓传统的烧纸、焚香、放鞭炮
的祭扫方式已悄然发生转变，鲜花祭祀、植树寄
思、踏青遥祭、水溶祭祀、家庭追思、集体共祭、
网络祭扫……人们越来越习惯用这些清新环保
的方式寄托对亲人的思念。

在追思亲人中传承优良家风

时近清明，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人民公
墓内，“文明扫墓、绿色殡葬”的条幅很醒目，手
捧鲜花前来祭扫的人们络绎不绝。

刘先生一家人 4月 2日一大早便带着鲜花
来此祭扫。“墓园的服务很贴心。”刘先生说，“今
天特意带孩子过来，也是想借清明节这个契机，
对孩子进行适当的生命教育，引导他们正确看
待生死，善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擦拭墓碑，敬献鲜花，拍照存档……八宝山
人民公墓今年继续开展免费预约代祭服务。“人
们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预约，我们将按照预约
的时间顺序依次开展代祭服务，不收取任何费
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不只是北京，记者了解到，全国多地连续多
年发布了清明节文明祭扫倡议书，倡导文明低
碳的祭扫方式。现代祭扫新风尚劲吹华夏
大地。

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的崔泽华选择
用一个特别的方式祭奠自己去世的父亲：她在
祭祀网站写下“追忆我的父亲”一文。在文中，
她通过几件小事讲述了父亲一生始终践行的品
质：好读书、有上进心、有责任心、助人为乐。这
些父亲看重的品质也无言地影响着她。

“前些年清明节我都会回老家祭扫，但这几
年我就用在祭祀网站留言的方式寄托对亲人的
思念。当我反复回忆父亲时，过去的事情一幕
一幕在眼前重现，他就在我的身边。”崔泽华说。

网络祭扫越来越成为群众表达哀思的重要
方式。为满足民众的“云端”祭扫需求，各地不
断优化网络祭扫平台服务功能，规范网络祭扫
流程管理。民众可以在“云端”通过点烛、献花、

祈福、留言等方式，表达对先人的深厚情感。
时代在变，祭祀的形式在变，而始终不变的

是对故去亲人的怀念，是优良家风的传承，是中
华民族千百年来慎终追远、敦亲睦族文化根脉
的延续。

在缅怀英烈中赓续红色血脉

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寒。在清
明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很多人选择用自己的方
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4月 1日上午，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甘肃省
公安厅和兰州市县两级公安机关 1500余名民
警辅警怀着崇敬的心情，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向英烈脱帽默哀，依次向人民英雄敬献鲜花，表
达对公安英烈的无限敬仰和缅怀。

缅怀，是铭记，更是传承。清明节前夕，在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烈士陵园，当地 7所中小
学近400名师生参加了“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
色基因”2023年清明节祭扫活动。同学们穿着
整齐的校服、佩戴鲜艳的红领巾，为烈士默哀、
敬献鲜花、深深鞠躬。在详细了解陈祥榕的生
平和英勇事迹后，甘棠乡的学生代表说：“我被
戍边英雄陈祥榕哥哥的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受
到一次爱国主义的精神洗礼。我要向陈祥榕哥
哥学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奋发学习、积极向
上，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激励我们慨然前
行。4月1日，一档清明节特别节目《英雄回家》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国防军事频道
播出。节目以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历程及亲属寻亲背后
的感人故事。《英雄回家》系列节目连续推出10
集，用文艺的方式为今年清明节注入了弘扬英
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文化内涵。

伟大成就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和担当。崇尚英雄、见贤思齐，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像英雄模范那样坚持、坚守和不
懈奋斗，我们一定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中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

在亲近自然中增强文化认同

清明时节，春风和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这既是追思先辈、寄托感恩情怀的时刻，也是赏
春踏青、亲近自然的节气。这个富有特色的日
子，一直有“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色彩。这样
的习俗，彰显了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继往开来、
热爱生活、乐观旷达的性格，折射出人们追求与
天地相参、万物共融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价
值观。

除祭祖扫墓、春游踏青外，清明期间民间还
有禁火、放风筝、荡秋千、植树、吃青团、祭祀蚕
神等习俗。

“一边吃着时令美食青团，一边踏青赏花，
享受难得的闲暇。”游客乔女士说。在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北联村，第十五届中国·同里
油菜花节已经开幕。这里的油菜花海一望无
际，满目金黄，诠释着生机勃勃的春天。游客们
悠闲漫步在花海中，畅享无限春光。

忙趁东风放纸鸢。4月1日，湖北省武汉市
武昌区首义广场，“黄鹤乘风·‘筝筝’日上”广场
风筝节启动，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风筝，将蔚
蓝的天空装扮得非常绚丽，引得路人纷纷驻足
观赏拍照。

植树造林，莫过清明。清明节前夕，广东省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街道季华社区组织开展“绿
色清明·植树寄哀思”党员志愿服务活动，20多
名党员参加活动，他们分工协作，有的挥锹铲
土，有的扶苗培土，每一道工序都认真细致。经
过共同努力，19 棵香樟树整齐地挺立在春
风里。

在今天，我们通过丰富多样的清明民俗实
践，去感受清明的文化内涵，体认自己的文化
身份，传承民族的文化基因，增强群体的文化
认同。

今年清明节，我们这样度过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清明祭扫，是从
春秋战国传承至今，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民
间习俗，既是文化的表达和信仰的传承，更
是中华民族饮水思源、感恩续德的重要体现
和优良传统。然而，曾经的一些传统祭扫方
式，如烧焚纸钱、花圈、香蜡等，既容易引起
火灾，还会污染空气；摆放大量食品，甚至以
高档奢靡的祭品来攀比炫耀，不仅造成了大
量的铺张浪费，而且给人们增加了沉重的物
质与精神负担。

心祭胜于形祭。清明祭扫的核心价值
是对先人的追思和缅怀，是传承优良家风、
弘扬孝悌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重在用虔诚
之心去感怀过往，用祈福之举去寄情未来。

可喜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健康环保的低
碳生活理念越来越被人们重视，特别是近年
来我国深入推进移风易俗行动和乡风文明
建设，献一束花、植一棵树、奏一支曲、诵一
首诗……这些告别陋习、低碳祭扫、减少污
染、爱护家园的文明祭祀新做法，已经深入
人心，成为广大群众流行的新风尚和一种行
动自觉。

回归清明本意，过一个绿色低碳环保的
清明，不仅是一种理智的情感表达，更是一
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我们要进一步推动
文明祭祀、绿色祭祀、节俭祭祀、安全祭祀，
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让新时代的清明
节更“清”更“明”。

祭扫新风，让清明更“清明”
陈涛

文化语丝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杨钰莹

擦拭卧碑、敬献鲜花、点燃电子蜡烛、鞠
躬默哀……“清明节将至，您远在他乡的亲人
无法亲自到场，特别委托我们传递他的思
念。”4月 2日，在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公墓，
工作人员正在哀乐的烘托下代客祭扫，场景
庄重肃穆。

“自 2018 年县里建立公墓至今，我们坚
持提供免费代客祭扫服务，只要客户在‘合阳
县公益性公墓祭祀群’中预约，不论是摆放祭
品，还是念诵祭文，我们都会严格执行、尽力
满足客人需要。这是一件神圣而有意义的
事。”工作人员党妮向记者介绍。话音刚落，
祭扫视频已逐一反馈到微信群中，收到客人
的声声感谢。

除了代客祭扫，墓园还推出“鲜花换纸
钱”活动，为祭扫群众免费提供鲜花 2000 余
支，前来祭扫的人们都可以用纸钱免费兑换
鲜花，“早年传统是烧纸钱祭奠，纸灰漫天、烟

雾呛鼻，还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但现在墓园
倡导鲜花祭扫，既环保又安全，让亲人在鲜花
的芬芳中享受安宁。”现场祭扫的张先生感
慨道。

“作为殡葬服务单位，公墓通过创新开
展祭扫活动，希望一方面尽可能满足大家的
现实需要、情感需求，另一方面着力推进移
风易俗，推广起绿色低碳、环保文明的祭扫
方式。”合阳县殡葬和公墓事务所所长李智
杰说。

据了解，为在全县形成文明祭扫新风尚，
扩大移风易俗影响力，3月21日，合阳县文明
办、民政局等单位就联合发出《文明祭扫倡议
书》，倡导绿色祭祀、创新祭扫、厚养薄葬、缅
怀先烈，各街道、乡镇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
店铺发放倡议书，各村（社区）通过悬挂横幅、
LED屏幕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微信群转发等
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文明祭祀，共同营造出
文明祭扫、安全祭扫、爱护环境的良好社会氛
围，让清明节有“清”更有“情”。

陕西省合阳县

文明祭扫，有“清”有“情”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牟汉杰

又见一年春草绿，又到一年清明时。祭奠先人，绿色先行。在江苏省泗阳县，随
着居民文明素养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文明祭祀的倡导者、实践者。

清明前一周，泗阳各处墓区迎来祭扫高峰。在泗阳县卢集公墓，为方便市民文
明祭扫，门口专门设置了鲜花兑换点，摆放了一批批鲜花，免费供人们祭扫使用。3
月 29日，卢集镇范家湖村村民邢宗勤、邢宗胜提着纸钱来扫墓，工作人员范明贵耐
心劝导，最终他们放弃纸钱改用鲜花祭扫。记者从泗阳县文明办了解到，目前，用鲜
花祭奠逝去的亲人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祭奠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泗阳人接受，携
带香纸冥币祭扫的群众明显减少。

据介绍，3月中旬，泗阳县文明办、县民政局向广大居民发出清明文明祭扫倡议
书，倡导采取公祭悼念、鲜花祭扫、植树缅怀、家庭追思、网上祭奠等方式缅怀逝者，
将祭拜逝者的传统习俗以更加绿色健康、低碳文明的方式表达，促进生态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紧接着，文明办向全县发出开展2023年度“我们的节日·清明”系列主
题活动的通知，进一步压实各部门、各乡镇的主体责任，引导居民自觉摒弃不文明祭
扫方式，特别是不在路边、广场、小区、树林、草坪等场所焚烧纸钱及冥物，用绿色文
明的方式继承祭拜先人的传统习俗。

3月30日下午，记者在泗阳县爱园烈士陵园看到，一场庄严肃穆的祭扫仪式正
在举行。泗阳县北京路实验学校的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烈士纪念碑前庄严
宣誓，随后孩子们排着队依次将手中一束束白色或黄色的菊花，放在刻有一个个烈
士姓名及简介的大理石台面上，不少孩子还主动捡起被风吹散的白花，整齐地摆放
在烈士碑牌前。当天，泗阳县绿色幼儿园大班的35名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用稚嫩
的小手，将自己手工制作的纸花敬献在一个个烈士墓碑前。“这次献的纸花，全是孩
子们自己用两张抽纸手工制作的。”班主任梁秀娟老师介绍说，这种低碳文明的方

式，既表达对烈士的哀思，也意在树立孩子绿色环保的意识。
据悉，清明期间，全县各大公墓还组织开展“鲜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等志愿倡导行动，营造文

明安全祭扫氛围，引导广大市民自觉文明祭扫、绿色祭扫。同时，还将采用社区公祭、网上祭祀、家庭
追思会等文明、环保的形式，推荐广大市民在“泗民之政”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网络祭扫，点击网络祭扫
链接向已故亲人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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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至，文明祭祀共此时。清明节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俗活动，成为倡导移风易俗、体现乡风文明

的重要时机和窗口。本期“文明档案”，报道近期各地开展文明祭祀、绿色祭祀的新理念、新做法，给人启示。

——编者

3月31日下午，在江苏省仪征市烈士陵园，某部部队官兵和仪征市谢集小学学
生，通过“大手拉小手”的形式，共同开展“铭记历史·缅怀英烈·崇尚英雄·争做先
锋——我们的节日‘清明节’”活动，祭扫革命烈士墓。 高翔 周晓明 摄

近日，在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泽掌村光焕馍铺，捏花馍能
手卫栓女（左）和村民在加紧捏制清明祭祖晋南花馍。

高新生 摄

3月31日，在安徽省含山县烈士陵园，含山县姚庙中心学
校的少先队员向革命烈士墓敬献鲜花，缅怀先烈。

欧宗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