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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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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清明节各地这样过

忆亲人忆亲人、、祭英烈祭英烈、、踏春游踏春游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边巴次仁 春 拉

当文成公主一行车辇随从远行千里，

抵达逻些城（今拉萨）时，吐蕃使臣持幡

列队，数人双手紧握于胸前，恭迎公主。

这是一幅描绘在布达拉宫白宫门

庭内的壁画，绘制于清代。

这幅表现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盛况

的壁画，向世人展示了汉藏民族交流、

交往、交融的历史性的一幕。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

唤醒深埋在泥土里的历史；透过古老的

壁画，人们听到了历史的回音——在这

片苍茫的高原上，中华民族水乳交融的

故事从古至今不曾中断。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藏族和其他各民族的交流，贯穿雪

域高原历史发展始终。

唤醒深埋在泥土里
的交流史

2017 年，在阿里地区札达县发现

的桑达隆果墓地，出土了大量珍贵遗

存。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

366年至公元 668年，跨越 1000年。

桑达隆果墓地地处喜马拉雅山脉

西段北麓，海拔 3700 米。考古发掘遗

物中，有 7 份（6 件）金、银面饰，形制与

印度西北部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桑

宗墓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

近，出土的木俑为青藏高原首次发现，

其形制特征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

土的木俑形制相同。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

员何伟介绍，当时，人群在此地出现有规

模的聚集，其间经历了政治实体萌芽，经

济社会发展，来自周围包括新疆、尼泊尔

北部、印度北部、西藏拉萨、山南腹地以

及中原汉地的文化在这里交融汇合。

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启的西藏考

古事业给世人徐徐展现了一幅汉藏民

族在高原大地上交流融合的壮阔画卷。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发掘的昌都卡

若遗址，首次向世人揭示了西藏史前人

类的发展进程与其相邻地区的联系，并

实证了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早期文化

有着密切的联系。

粟，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

首次在卡若遗址被发现，实证了至少在

距今四五千年前高原古人类与我国北

方地区的交流。

2016 年正式发掘的藏北尼阿底遗

址，是目前青藏高原腹地年代最早、世

界 范 围 内 海 拔 最 高 的 旧 石 器 时 代 遗

址。高原出现古人类的时间再一次被

考古发现往前推进了数万年。

尼阿底遗址出土原生地层旧石器

时代石制品 4000 余件，包括石叶。“经

过缜密的科学研究和分析，这一遗址距

今 4万年至 3万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晓凌博士说。

那么，从远古人类的出现到文明的

进阶，高原大地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

员夏格旺堆说：“如同大海是由无数个

支流汇聚而成，截至目前的考古出土遗

存可以证明，雪域高原从古至今都不是

‘孤岛’，这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

跨区域、跨边界、跨文化的观念、传统、

文明在此汇聚，共同铸就了雪域高原绚

丽多彩的文明之花。”

重现壁画上的交往史

初春的雅鲁藏布江两岸，万物复

苏，绿意渐浓。

位于雅江北岸的桑耶寺，始建于公

元 8 世纪，199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桑耶”为出乎想象之意。

“桑耶寺乌孜大殿代表世界中心的

须弥山，大殿共三层，底层采用藏式石

料建筑结构和风格，中层采用汉式砖木

建筑结构和风格，上层采用印式木质建

筑结构和风格，各层壁画与塑像也都按

照三种风格绘塑。”桑耶寺 64 岁的老僧

人巴桑说。

桑耶寺，向世人展示了一部开放、

交流、融合的高原文明历史。

走近乌孜大殿内围墙中层的廊壁，

一幅长达 92 米的“西藏史画”壁画，虽

历经风雨已若隐若现，但依然能让人穿

越时空，触摸历史。

将重大的历史事件浓缩在一幅幅

壁画中，是藏族传统文化特有的形态。

古人借此记录历史，期冀恒久传世。

从藏族起源说到松赞干布统一高

原、迎请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文成公

主……按时间顺序、以连环图形绘制

的壁画，可谓是一半泥土、一半匠心，

装点了佛堂，铭刻了历史。

老僧人巴桑向记者娓娓述说了一

段记录在吐蕃王朝赞普赤德祖赞篇壁

画中“宴前认舅”的故事。

他说，一些史书记载，金城公主进

藏一年，腹中怀子，正宫心生妒忌，伪称

有孕。公主生子，正宫竟将其夺走。当

子一周岁，藏王盛开周岁之筵。当日，

众臣齐集王宫，藏王将盛满青稞酒的金

杯，交与太子道：“二母所生独一子，身

躯虽小然灵秀，金杯满注青稞酒，其自

献与汝亲舅，以决孰为汝母后。”太子径

向左侧而去献金杯于汉舅，公主甚喜。

建筑和壁画，承载的不仅是历史，

也是古人的思想。

“在西藏历史中，有一个非常令人

瞩目的事实：自公元 7 世纪以来，西藏

的文明无论在地域空间上或是种族与

文化上都强烈地呈现了一种东向发展

的趋势。这种趋势直接构成了自吐蕃

时代以来西藏始终不断地与东部中原

王朝（包括北方蒙古）发生广泛而深刻

联系的原因。”藏学家石硕在著作《西藏

文明东向发展史》中如是说。

始建于公元 1087 年的夏鲁寺，其

大殿底层为藏式传统寺院建筑风格，二

层殿顶则采用内地寺院传统的歇山顶

和飞檐翘角，上盖蓝色琉璃瓦，屋脊有

琉璃砖烧制的飞天侍女、狮虎花卉等图

案，尽显元代工艺风格。

夏鲁寺寺管会第一主任、高僧洛萨

加措介绍，元朝时期夏鲁地方是元帝册

封的西藏十三个万户之一；夏鲁万户长

扎巴坚赞曾在元大都觐见皇帝元仁宗，

获赐金册玉印以及修建夏鲁寺僧院的

黄金百两、白银五百锭等布施。“利用来

自元朝皇帝的助缘，和内地请来的许多

汉族工匠，夏鲁寺因此成为汉藏等各民

族工匠合作的艺术结晶，是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和团结的典范。”

传承中华文明源远
流长的交融史

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中国美术学

院的“90 后”“藏漂”李斯楚开设的唐卡

店位于八廓街上。“我是这里为数不多

的汉族唐卡店长，店里除了销售传统藏

式唐卡外，还包括我个人创作的‘可移

动的寺院壁画’。”李斯楚说。

八 廓 街 是 拉 萨 古 城 的 心 脏 和 脉

搏。八廓街的核心——大昭寺内，至今

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所携释迦牟

尼 12岁等身佛像。

李斯楚按照西藏寺院壁画原型，将

其局部绘制在特制的“墙壁”上，创作成

为“可移动的寺院壁画”。店里的作品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唐卡市场的红火，释放了画师的

创作激情与空间，也促进了这一优秀传

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他说。

距离唐卡店近百米的地方，“90后”

藏族姑娘妮珍的藏式潮服店门庭若市。

传说中身高达 7 英尺，浑身长毛，

直立行走的喜马拉雅“雪人”，在妮珍的

实体店里变成了一个身着藏装、戴着墨

镜的模特，也成为她的品牌 logo，以及

潮服的重要元素之一。

短短几年间，妮珍推出的“神兽”

“城市牧人”“林卡”等系列服饰，因传统

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时尚结合、传统藏

文化意境与元素的大胆展示，为她引来

众多年轻铁粉。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自古

就是交流互鉴的沉淀，而我眼中新时代

的藏文化，是对优秀藏族传统文化的延

展和新时代文明结合的创新。”妮珍说。

妮珍的团队里有藏族、汉族员工，

工作地点更是翻越雪山草地，设在拉

萨、上海、武汉、成都，以及法国、意大

利、美国，通过“云办公”的方式，碰撞多

元文化交流的火花，开拓品牌市场。

如今，漫步古城拉萨，在布达拉宫

古老的石阶之上，在大昭寺唐蕃会盟的

石碑前，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里，传统

与现代完美融合，信仰与世俗和谐相

融。人们为更加美好的生活奋斗奔波

的景象，已成古城最美的人文风景。

（新华社拉萨4月5日电）

——跨越时空的中华文明汉藏民族交融史

画出雪域高原的文明年轮画出雪域高原的文明年轮

据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 邹
多为）用得不放心、堆着还碍事、扔了又

可惜……看着家中一大堆的老旧家电，

您是否还在苦等回收服务送上门？现在

机会来了——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

会日前表示，自 2022 年起，协会计划用

三到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组织开展“百城

千乡万户家电惠民收旧焕新潮”活动。

“电器不是垃圾，消费者不应随意废

弃或是交由‘走街串巷’的个体收购人

员。”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理事

会主席团主席刘秀敏 2 日在一场视频

会议上表示，家电回收一定要通过正规

渠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拆解、处理，从

而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据刘秀敏介绍，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要求，一方面，政府和厂商将提供一定

额度的补贴以鼓励消费者参与此次活

动；另一方面，变“换”新为“焕”新，是希

望将换新产品、唤醒理念和焕新场景相

结合，进一步促进家电更新消费，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超龄电视”会毁眼？“超龄空调”能

偷电？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副主席郭赤

兵表示，在长期调研和走访中发现，目

前，许多消费者对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

限并不了解，比如彩电 7 年、空调 10 年、

燃气灶 8 年、洗衣机 8 年、电冰箱 12 年、

电饭煲 10年等。

“‘超期服役’的老旧家电不仅无法

满足更多功能需要，还会存在很大安全

隐患。”郭赤兵强调说，电器元件电线老

化会造成原有功能退化、辐射增大，易

引起火灾、漏电等危害，这些不仅威胁

到消费者的安全、健康，也会对环境造

成一定污染。此外，“超龄电器”不断增

加的耗电量还将造成额外的资源浪费。

收旧范围主要包括国家政策性补

贴回收的电视、空调、电冰箱、洗衣机和

计算机等产品，用户保有量高、故障率

高、返修率高的产品，“超期服役”的产

品以及用户要求回收的产品等。

据悉，活动将于 5月上旬启动，预计

覆盖全国 20个省市。其间，消费者可参

与体验周、体验月、卖场主体、企业专场

等众多活动，上百家家电企业也可通过

线上线下渠道、体验店、社区服务点等产

品展示形式，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家中电器要家中电器要““焕焕””新新？？这波惠民操作别错过这波惠民操作别错过！！

●应急管理部：清明假
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清明节假期各地网络
祭扫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192％

●国家卫健委：4月4日
新 增 新 冠 肺 炎 确 诊 病 例
1235例 其中本土病例1173
例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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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度国家铁路一季度国家铁路
发送货物发送货物99..4848亿吨亿吨

4月1日，安徽省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学生通过
网络祭英烈。 新华社发（万善朝 摄）

4月5日，小朋友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
望江公园玩耍。 新华社发（王辉富 摄）

（上接第一版）特别是铺膜播种机和残

膜回收机最大程度利用了在家闲置的

手扶拖拉机动力进行种植作业，每亩耕

地比人工节约成本 500 余元。为循化

县 267.2 公顷（4008 亩）撂荒地复耕增添

了机械化作业基础，解决了由于丘陵地

势导致大型农机无法正常下地作业的

现状，带领农民朋友走上了农机致富的

道路，我也因此真正成为了农机“土专

家”。

作为一名“土专家”，我需要长期扎

根农村、长期服务于农机使用一线。国

家和省上高度重视农业农村人才队伍

建设，多次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新型

职业农民队伍，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

我在农机具方面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也想着为发展现代农业，为乡村振兴注

入骨干力量。在持续做大做强“哈三”

这一民生品牌的同时，工厂也为周边群

众创造了近 100个就业岗位。

当拿到“土专家”的荣誉证书时，我

很激动，这是属于我的第一个国家级称

号，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作为一名

农机具研发人员，在推进农业现代化、

加快农业机械化和乡村振兴的征程上

还要继续研发和改进农机具，努力改变

传统农业和传统农民的生产模式，不断

打造品牌的升级版，持续为农机领域做

出更大的贡献，为家乡的乡村振兴提供

机械保障。

同 时 ，我 也 是 一 名 普 普 通 通 的 农

民，正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我以自身

30 多年来对农机具的钻研和制造，来回

报这片土地。如今，我的“土专家”梦想

已经实现，而我也依旧会在农机一线用

自己的行动为乡村振兴贡献光和热。

“土专家”的乡村振兴梦

4月4日，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功德园举行清明节集体代祭扫公益活动，工作人员在墓碑前鞠躬。
又是一年清明时，春风落日万人思。因疫情和环保要求，多地探索推广“绿色祭扫新场所、新方式”，营造

环保绿色的新风尚。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