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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
清清

清明，是春天的第五个节气。清
明时，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
名。

清明是反映自然界物候变化的节
气，这个时节阳光明媚、草木萌动、百
花盛开，自然界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我国南方地区，此时早已呈春
和景明、杂花生树之象。北方地区开始
断雪，气温上升，春意融融。清明，正是
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民间有“清明
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
的农谚。清明时节，青海高原气温变化
不定，忽冷忽热，有时可能有寒潮出现，
且干燥多风，是一年中沙尘天气比较多
的时段。

古人将清明分为三候，一候桐始
华；二候田鼠化为鴽；三
候虹始见。意即在这个
时节先是桐花开放，接着

田鼠全回到了地下的洞中，然后是雨
后的天空可以见到彩虹了，反映了清
明时节的物候变化。

清明时节，恰值仲春与暮春之交，
非常适合与亲友结伴踏青郊游，走进
大自然的怀抱，呼吸清新的空气，倾听
万物复苏的声音。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
月节、祭祖节等。清明节源自上古时
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扫墓祭祖
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
题，这两大传统礼俗在中国自古传
承，至今不辍。

清明时节扫墓祭祀、缅怀祖先，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不仅
有利于弘扬孝道亲情、唤醒家族共同
记忆，还可促进家族成员乃至民族的
凝聚力和认同感。

清明清明

清明清明 朱锦明朱锦明 绘绘

4月5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岁时百

问》解释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

之清明。”

清明，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清明节气，与岁

时物候相关，常以指导农事，有天朗气清、春耕时

宜之意。清明节日，是人们扫墓祭祖、慎终追远

的日子。因为二者相融，让清明兼具自然和人文

内涵。

本期“江河源·节气之美”，我们将带您随

着作家和画家的笔触，在感受青海高原春和景

明之美的同时，一起缅怀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亲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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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通往山里的路
疯长的青草铺满了忧伤

跪在母亲的坟前祭拜
那些刺破土层的野蒿子
是她曾经在昏黄的油灯下
整夜整夜缝补衣裳的那枚钢针
把我长满老茧的手掌扎得生疼生疼

山野的风从耳畔吹过
云端的雪从天边落下

泪水迷离的眼帘里
我那目不识丁的老娘
是一尊慈眉善眼的菩萨
肩背着柳条筐朝我们走来
里面装满了故乡春天的花朵

天地间一片寂静
谷地里惟有风声

十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
你坟头上的野草青了又黄
我就是一只离巢的山雀
在举目无亲的人世间流浪
却始终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当我站在山垭口
回首再望一眼那片坟岗

那块刻有她名字的墓碑
披一身风雪站在山梁上
是母亲挺起压不弯的脊梁
眼睛里飘洒着泪花
把儿孙们离去的背影深情眺望

■杨廷成

清明雪

这一个清明常见的天气
湟水河褐色堤岸湿润润的
冻土三月份就已悄悄地消融了
两岸的树木寒风中静静含苞欲放

人车之流色彩斑斓地涌出村庄、小区
流淌在盘根错节的小道、小巷
源源不断地汇入宽阔的高速公路

沿着无数条小路通往陵园坟地
如一棵巨大华丽的树冠覆盖山川

一场被感动的清明雨突降而下
凋谢了满山遍野斑斓如锦的人车洪流
所有树木在次日朝晖中怒放白色花瓣
一个盛大静穆的祭奠仪式徐徐开幕

■马伟福

清明之盛典

《 家 庭 教

育 新 论》是 一

本关于生命的

书 ，是 作 者 刘

亚洋对自己心

灵 的 记 录 ，是

生命与教育的

心灵探索。教

育 到 底 是 什

么？什么是真

正 的 家 庭 教

育？探索家庭

教育的意义何

在？家庭教育

如何影响与造

就 个 体 生 命 ？

什么样的人可

称 之 为 教 师 ？

之于今天的社

会 现 实 ，思 考

的维度如何呈

现？带着问题

意 识 进 入 场

域 ，刘 亚 洋 是

心怀解决问题

的 诚 意 的 ，这

需要持守长时

间 的 观 察 、思

考 与 判 断 ，最

终实现问题的

落地与现实的

答案。

刘 亚 洋 对

教育抱持着长

久的热情，大学读的是师范中文系，毕

业时就想谋求一份教职。他有一种天

然的教育禀赋、深切的教育情怀，极具

耐心与韧性。人生的很多选择总会在

关键处通往理想的岔路，但也在此后的

岁月里不断锤打着他的筋骨，他未因职

业与世俗的损耗而丧失辨识前路的能

力，反而愈益强盛了他的心灵，我发现，

他其实一直走在探索教育的路上，什么

都不能令他停息思考的维度。这一次，

刘亚洋选择了自我生命的再造，在职业

生涯的大半途后，他提前退休，进而完

成一生的夙愿，去往西南偏远山区支教

——他说，这是他实现教师梦想的出

发。

很多年前我就开始思考教师的使

命与学生的人生走向，今天看来刘亚

洋 仿 若 就 是 一 个 教 育 理 想 的 注 解 。

他 实 践 、思 考 、写 作 关 于 教 育 问 题 的

过程，就是在承担一个真正的教师秉

持 的 责 任 ，他 超 越 了 职 业 的 屏 障 ，拆

除知识的篱笆，在通往理想的路上笃

定沉实地行走，愈走愈显示出承担社

会 责 任 的 质 地 ，这 是 刘 亚 洋 的“ 教 师

品 质 ”，他 对 何 谓 教 师 的 诠 释 及 其 教

育 理 论 在《家 庭 教 育 新 论》一 书 中 完

整呈现。

刘亚洋的生命状态决定了他理解

教育问题的维度，也深刻表明他何以有

勇气探索家庭教育者对生命之初的“教

师”承担：

热 爱 。

热 爱 是 一 个

人 一 生 最 重

要 的 心 灵 状

态之一。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热爱某个

事物的时候，他才会有兴趣去了解、探

究、思考这个事物的本源，呈现这个事

物的本质，表达这个事物的美与特质，

完成作为个体生命自我圆满丰盛的人

生旅程。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在

时间里行走，行走的长度其实并不重

要，没有生命的宽度作为支撑，再长的

行走也不过是耗费更多的能源而已。

因此，刘亚洋热爱教师职业，命运就给

他预备了那么多有意思的经历，他坦

然 接 受 这 些 经 历 ，勤 恳 生 活 ，努 力 工

作，始终保持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探

究的勇气。他的内心被所热爱的事物

填满，视野看到了更为广大的天空，生

命上升到另一个段位，并因此得以践

行理想。当他不再被生活选择而是自

觉选择生活的时候，他获得了生命的

自由。

情怀。由此，一种情怀悄然在刘

亚 洋 的 生 命 中 生 根 ，帮 助 他 超 越 自

我，体会更博大的世界。情怀使刘亚

洋 不 囿 限 于 小 我 ，不 受 制 于 环 境 ，不

困 厄 于 洞 穴 ，亦 使 他 体 察 他 人 的 不

幸 ，悲 悯 人 类 共 同 的 苦 难 ，抵 达 高 远

的 天 空 ，肯 定 生 命 的 意 义 ，知 道 生 命

的脆弱，活出生命的顽强。情怀决定

了他即使风雨兼程，心里仍能保持对

人性的基本信任，对美好事物的心灵

渴望，对生命与世界的同情观照，并且

完整地保有了自己。

责任。在这样的情怀里，刘亚洋

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就

算我们的良知还不够强大，我们对自

己的人生困境或难以解局，我们仍得

承认，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哪怕

微不足道，也都领有自己的使命。这

是我与刘亚洋曾经多次讨论的问题，

刘亚洋确信，时代与社会的前行，一定

是由每个个体的光所聚集、所照亮、所

推动，教师与教育者是这个责任的诠

释者，而孩子与学生则是这个责任的

传承者。

学养。阅读、学习、观察、践行、思

考是刘亚洋的教育路径。这是一个修

行的过程，生命层次与学识学养渐渐

垒高。他让读者了解，得当的教育与

学习的人生可以锻造怎样的生命：一

个拥有学养的人或可成为温婉美好的

女子，或可成为儒雅明亮的男子，这样

的人会让你看到美是什么，会让你知

晓，原来人的姿态也可以成为美的风

景，人对他人的态度也会在愉悦他人

的时候愉悦自己，人的教养是会在周

身散发出光芒的。

创新。教育土壤可能包含了诸多

内容，天时、地利、人和、能量、智慧、环

境……一粒品质优秀的种子，播种到

什么样的土壤中才可以茁壮成长，取

决于所有这些元素的集合。一种创新

态度的提倡，更有赖于土壤的滋养与

呵护。刘亚洋相信，这实际上也是一

种探求真理的方式，他在实践中获取

宝贵的经验，试图在我们所面临的现

实困境中，寻找教育理想的光芒，散发

出的是热爱生命的能量。在人类精神

生活的长河里，这样的创新或许只是

微小的一粒种子。但是只要做了，就

是存在了，纵使是暂时没有回声的旷

野呼告，它也终究会在某一天春暖花

开。

坚持。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而言，

坚持恐怕是最为艰难的选择。一颗理

想的种子，在某一天深植于我们的内

心，然后慢慢发芽、生长，经历风霜雨

雪，繁花落叶，最终成为我们生命的信

念 ，这 需 要 强 大 的 意 志 和 品 格 ，而 世

事，很容易吹落一地鸡毛，让我们曾经

的理想不复存在。然而，刘亚洋坦承，

人的一生仍是要有所选择，有所坚持，

有所担当。他别无选择。坚持热爱一

种事物，坚持尊重生命，坚持孩子的人

生走向是与你我有关的，坚持把美好

的声音传达给世界，是他思考与写作

教育问题的动力。

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玛利亚·蒙台

梭利创立了蒙台梭利教育法，其精神

实质是“以培养儿童健全的人格为目

标，主张让儿童处在‘有准备的环境’

之中,通过‘工作’的方式，自由、自主

地 发 展 。”这 说 明 教 师 与 环 境 对 孩 子

有 着 深 刻 的 影 响 。 作 为 一 种 家 庭 教

育 的 探 讨 ，刘 亚 洋 阐 述 的 是 ，虽 然 每

个人不可能都成为一名教师，但成为

“ 教 育 者 ”是 每 个 家 长 应 该 学 习 的 功

课，这个教育者包含教育的能力以及

提供给孩子的教育环境，即家庭如何

在孩子生命的最初，以力所能及的有

限 资 源 ，为 孩 子 的 生 长 奠 定 无 限 可

能 。 这 可 能 是 一 个 理 想 化 的 远 大 前

景，也 是 一 个 充 满 艰 辛 的 过 程 ，但 教

育的意义与乐趣也因此凸显，家庭教

育 的 价 值 就 在 于 此 。 好 的 教 师 就 如

一 根 火 柴 ，点 燃 、照 亮 的 是 黑 暗 蒙 昧

的 事 物 。 好 的 家 庭 教 育 亦 是 生 命 最

初的启蒙，给混沌幽闭的心灵以光明

的 烛 照 。 刘 亚 洋 的《家 庭 教 育 新 论》

其立论基础即是教育的本质：培养孩

子 健 康 健 全 的 心 灵 人 格 。 这 是 其 他

教 育 无 法 替 代 也 很 难 在 短 时 间 完 成

的 功 能 。 刘 亚 洋 既 明 确 阐 述 了 实 施

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更注重传达一

种 理 念 ，那 就 是 ：家 庭 是 最 小 最 基 层

的社会单位，每个成人作为孩子在家

庭中的教育者，几乎决定性地引领了

个 体 生 命 的 走 向 。

在 家 庭 教 育 中 ，孩

子的心灵之眼是否

被 打 开 ，取 决 于 父

母 家 人 的 努 力 ，尽

管很多人因能力或

各种条件受限而无

法 达 成 目 标 ，但 爱

与恒心更重要。这

是一个生命教育的

过程，也是情感教育

的过程，更是思维启

蒙的过程——这才

是家庭教育的灵魂。

《家 庭 教 育 新

论》正 是 进 行 心 灵

探索并使生命敞开

从而进入自由丰实

的 宽 广 路 径 ，这 一

条 路 曲 径 通 幽 、草

木 葳 蕤 ，需 攀 岩 渡

河、上下求索，才能

迎接光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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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春梅笑称自己为“林草人”。

3 月 8 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对

于春梅来说，这天也只是一个亦如往

常的工作日。她要到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相关站点开展监测调查工作。

车行百余公里，穿过山乡小道，扑

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依山而

行的河水浩浩汤汤，河面上时有“呃呃

呃……”“哦啊，哦啊，哦哦哦……”鸥

鸟响亮的鸣叫声和赤麻鸭萌萌的呼唤

声传来，生灵的合奏曲让这片寂静的

山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是位于马

克唐镇的一个鸟群水域栖息地、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点，也是当地最

为出名的一个观景地。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

知。”三月的高原乍暖还寒，但这丝毫

不影响水鸟对春的感知。这里鸟类的

种群数量大，常有赤麻鸭、白天鹅、绿

头鸭、红骨顶鸡等，密密麻麻地在水面

悠闲自在地嬉戏，那场景着实壮观、令

人震撼。此时，工作人员正忙碌地用

观鸟镜监测鸟儿们有没有异常情况。

“害怕外来的候鸟带来一些疾病，传播

到留鸟种群里，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们要随时观测，防止疫病的传

播、扩散和蔓延。这是我们要做的一

部分工作。”身为青海省森林病虫害防

治检疫总站副站长的于春梅向我们介

绍了他们为维护这片鸟的家园健康、

安宁所做的工作。

沿着冰雪未消融的泥泞道路盘山

而上，站在坎布拉林场的高山之巅远

眺，群山连绵，林海茫茫。踏雪前行，

一望无际的桦木、青海云杉、油松郁郁

葱葱，气势壮观！一叶知秋，一树知

林。林草人早已练就了一身硬本事，

他们观一片林木知长势，看一片枝叶

知病害。这愈来愈好的绿色生态背后

有多少林草人为之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和汗水。

“青海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常有外来物种入侵和本土有害

生物灾害的发生，为此，无数个

林草人跋山涉水检查每一棵树

木、每一片林地，保证它们能健

康 成 长 为 参 天 大 树 、茂 密 森

林！”于春梅的话，让我们更加

深刻地了解了“绿色种子的播

种者、植绿者、守护者”——林

草人。

在坎布拉密林深处，于春

梅时而仰望繁枝茂叶，时而细

观斑驳的树皮，“这棵树好像有

小囊虫了。”眼尖的于春梅在一

棵树的树皮上发现了小虫眼，

她 用 专 用 工 具 仔 细 地 找 着 虫

子 。 她 戏 谑 道 ：“ 我 就 是 啄 木

鸟！”

1992 年 毕 业 于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森 林 资 源 保 护 专 业

的于春梅，毕业至今一直从事

林 业 工 作 。“ 我 是 个 认 死 理 儿

的人，从选择了林业这一行到现在，

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从不曾退

缩，无所畏惧。都说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状元我愧不敢当，但我确

实将真情完全投入到了工作中。”如她所

说，八千里路山和水，让她与草木森林、

小虫小鼠结下了长达 30年的不解之缘，

成为了一名“森林医生”。

青海省地理位置特殊，气候干燥、

土壤贫瘠，树木的生长环境条件较差，

抵御有害生物侵扰的能力较弱，因此

在林草事业的发展中，会遇到非常多

的困难。就拿枸杞来说，枸杞产业是

林草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耐

干旱、耐盐碱，很适合在青海种植。然

而，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枸杞病虫害

成了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记得 2014 年 ，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 治 州 诺 木 洪 枸 杞 种 植 基 地 爆 发 了

一场大规模的枸杞根腐病，植株一旦

感染，就会迅速扩散，在短短一个月

之 内 死 亡 。 枸 杞 是 当 地 的 主 要 经 济

作物，许多种植户的收入来源全部依

赖于枸杞收成，因此，这次病害的暴

发，引起了许多人的恐慌。接手这项

工作时，我压力很大。我和我的同事

第 一 时 间 赶 赴 诺 木 洪 ，开 展 实 地 调

查 ，设 立 了 枸 杞 根 腐 病 固 定 监 测 样

地。那段时间，我们不管风吹日晒、

冰雪寒天，往返于西宁和诺木洪，最

终 找 到 了 病 因 ，突 破 了 药 剂 防 治 瓶

颈，为种植户提供了防治方案。”于春

梅讲述着她工作中难忘的经历。

因为这份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于

春 梅 经 常 需 要 到 山 水 林 间 开 展 调 查

和监测。为找到害虫隐秘的场所，她

时常趴在树底下、灌丛中，腿上总是

扎满了刺。根据昆虫趋光性，夜间利

用诱虫灯进行观测，长时间在显微镜

下 连 续 观 察 ，总 把 自 己 熬 成“ 熊 猫

眼”，就这样不知疲惫地工作，她和她

的同事解决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打

赢一次又一次的战“疫”。

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苦吃了、

累受了，于春梅也是收获满满。她将自

己30年的付出、经验和收获归纳总结，出

版了三本专业书籍，成为全省基层技术

人员科学开展防控工作的参考书，为林

草行业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财富。

余春梅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

时常照顾不到家里，女儿从小就学会

了做饭，有时晚上女儿一个人害怕，也

会埋怨我……2021 年，我在开展区域

督导工作时，因为过度紧张和劳累晕

倒了。抢救清醒后，我真的非常后怕，

我突然想到女儿的脸，真怕来不及与

她见上一面。”对她的敬业精神和吃苦

精神，同事多是敬佩和尊重，在林草行

业她早已成为年轻人眼中的明星！

于春梅说，

我们是承上启

下的一代人，构

建样草生物安

全防控体系依

然任重而道远，

还需我们付出

更多的努力才

行。

因为热爱，

所以快乐。蕴含

着铿锵的力量，

承载着无畏的

担 当 ，全 国 三

八红旗手于春

梅巾帼风采别

样美！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于春梅—记全国三八红旗手于春梅

■■任任 庆庆

守护生态屏障的林草人守护生态屏障的林草人

于春梅用专用工具仔细地找着虫子。任庆 摄

（扫码看视频
《生态屏障的守护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