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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关桂峰、李惊亚、邰思聪

又是一年清明时。全国各地举行缅怀革
命英烈主题活动，祭奠英雄、追思英烈，唤起
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

英雄志、忠骨魂。英雄精神指引我们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

追思，汲取前行的力量

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南京雨花台烈士陵
园，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鲜花簇拥着的革命
烈士塑像静静矗立，象征着革命精神薪火相
传的“长明灯”熊熊燃烧。4 日，南京中小学、
高校的学生代表约 1000 人来到雨花台烈士
陵园祭奠先烈。

“恽代英烈士，黑白照片中的您，眼神坚
毅而充满自信，用一生追求共产主义信
仰……”南京市中学生代表诵读青春献词，与
革命先烈跨越时空“对话”。

“我们以后要经常来追思先烈。”南京市
第一中学高二学生刘家辰诵读的是献给袁咨
桐烈士的献词。“他在比我小的年纪就为国
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这样的事迹和精神
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家国大义，在家尽孝、
为国尽忠。祭祖寄托人们的家族宗亲之情，缅
怀英烈抒发国之大义。

“当年老战士，今有几人存？新生千百
万，浩荡慰忠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举行的“清明节的铭记——— 尊崇英雄
烈士 厚植家国情怀”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
式上，讲解员和师生们的深情诵读让在场人
士无不动容。

93 岁高龄的八路军老战士樊玉成、90
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储渭，带领少先队员，
缓步走向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向在抗战中牺
牲的战友献花。回忆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
代，老战士激动地说，如今祖国的繁荣富强可
以告慰在战争中逝去的战友。

清理周围杂物、将烈士英灵安放……清
明节前夕，陈三牛烈士墓正式迁入八达岭革
命烈士陵园。北京市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的工作人员闫永杰，几年来奔波 3000 多公
里，核准 2000 余个姓名，只为烈士有名又有
“家”。2016 年，延庆区开展零散烈士墓抢救
性保护。“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是闫永杰对
自己的要求。

千里之外，贵州遵义，凤凰山上的红军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义务
宣讲员黄先荣动情讲述了邓萍、钟伟剑、龙思泉三位英雄的事迹。遵义
市的民警陈勇对于英雄事迹耳熟能详。“我们有义务讲好遵义故事，将
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继承好、发扬好。”陈勇说。

看齐，筑起牢固的信仰之基

“我们看您来了！”在北京西山脚下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李大钊的长
孙女李乐群向前来祭奠的人们介绍她所知道的爷爷：“他忙起来顾不上
吃饭，一块大饼、一根葱就能对付。”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我们向先锋学习，向英烈学习，就是要从
他们身上汲取强大精神动力，筑起牢固的信仰之基。

在哈尔滨杨靖宇烈士塑像前，哈尔滨市第八中学国旗班的学生代
表敬献花篮。前来祭奠的哈尔滨市雷锋车队志愿者协会会长栾景通说：
“我们将继续发扬‘雷锋精神’，做善事、当好人。”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苍松翠柏之间，青岛崂山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黄白菊花寄托

哀思。“从辛亥革命到南昌起义，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你们把青春永
远定格在那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祭奠活动上，青岛的高校、中小学生代表朗诵诗歌。青岛科技大学
学生王安琪说，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这次祭奠活动让她领悟到，要向
英雄学习，做不断奋斗的优秀青年。

岁月流逝，初心未改。不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激
情燃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英
雄精神融入民族血脉，砥砺家国情怀，初心代代相传。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
迫人……”在贵州省石阡县，64 岁的陈德昌每当哼起这首歌，心中总会
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这首曾流传于中央苏区的民歌《当兵就要当
红军》，是他的父亲陈世荣生前最喜欢的歌曲。陈德昌小时候就时常听
到父亲唱起，在心里深深埋下了种子。

当年，石阡县困牛山上，红军战士不愿伤害被敌人裹挟的群众，又不
愿被俘虏，100 名左右的红军选择了跳崖，陈世荣是幸存者之一。如今陈
德昌经常受邀讲述当年红军的英雄事迹。“青年一代生长于远离战火硝
烟的和平年代，无论我们走多远，红色基因不能忘、不能丢。”陈德昌说。

前行，续写未竟的伟大事业

清明，连接着历史与今天。清明的意义不只在感受先烈的崇高，更
在继承先烈的遗志，续写未竟的伟大事业。

在李大钊烈士陵园正门口，李大钊烈士雕像注视着人群，似乎在宣
扬他伟大的未来畅想：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
去，乃在将来。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

松柏掩映，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黄白相间的菊花环绕着烈士
英名墙。清明节前夕，我们迎回了阔别 60 多年的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遗骸。10 位志愿军烈士英灵从此在中华大地上安息。

“虽然我年纪小，但我知道的红色故事可不少。”10 岁的遵义市老
城小学四年级学生张瑞凝是当地的红色义务宣讲员。在当地举行的祭
奠仪式上，她用稚嫩有力的声音作了“做好新时代接班人”的主题宣讲。
“今后我还要把更多的红色故事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汲取革命先
辈的精神养分，做向上向善的好少年。”张瑞凝说。

八宝山革命公墓任弼时广场上，几名学生用画笔向公祭群众展示
他们眼中的战争景象，把“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红军渡
江战斗场景画下来，寄托哀思，表达崇敬。

烈士们走了，历史车轮的转动下，他们的身影似乎日渐模
糊。但是，我们分明看见，英雄们的精神正在照耀中华，中华儿

女正秉承烈士遗志，沿着
先辈的光辉足迹接力奋
进。

(参与记者：邱冰清、孙
琪、王君宝、苏万明、严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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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4 月 4 日电（记者叶含勇、李力可、陈地）蓉
城四月，草长莺飞，一张世界上最大的“绿道网络”正在“天
府之国”成都徐徐铺开。坚定践行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
的成都，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原则，通过营建巨大的
“公园城市”，构建起全新的城市生产生活图景，探索出一条
实现绿色与发展“价值转换”的新路径。

“绿色”与“金色”的价值转换

成都市市域面积约 1 . 4 万平方公里，规划长度达 1 . 69
万公里的天府绿道建成后，成都市的绿道网密度，每平方公
里将超过 1 公里。

建如此庞大的绿道系统，仅仅只是为了美化市容，为锦
官城锦上添花？记者调研发现，成都按照“景区化、景观化、
可进入、可参与”理念建设的天府绿道，其实是探索生态价
值向经济社会价值转换的绿色发展路径。

“成都的绿道建设创新了建设投资运营模式，我们通过
公园运营实现收支平衡，这就要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构建产
业、研发产品。”站在高新区江滩公园中，成都锦江绿道公司
副总经理李路说。

“公园一期产业投资 1300 万元，公司自己投资约 130
万元，社会投资达 1200 万元。为什么有这么多社会资本跟
投？因为有绿色消费场景的设置。”李路介绍，公园与“王者
荣耀”等 IP 合作，为年轻人设置了打卡地，更有皮划艇、无
边泳池等项目植入。“我们估算公园每年的运行成本约 300
万元，产业运营起来后，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春节期间，我们的夜游锦江项目吸引游客 20 余万人
次。未来，绿道经济将再造成都夜间旅游新市场，目前我们已
经在做相关旅游产品的研发。”李路说，成都正在探索智慧绿
道管理，目前已与腾讯合作，对最近 8 个月 1000 万到访客流
进行了流量和模型分析，为发掘绿道价值提供大数据支撑。

绿道变成成都人的“心安之地”

近日，在成都市郫都区的清水河城市公园，来自台湾的

18 名创业者体验了天府绿道给市民生活带来的改变。郫都
区相关负责人万震告诉记者，公园绿道已经成为当地吸引
海内外创业者的独特优势。

成都创新创业集聚区是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近
两年，当地已吸引 3 万余名创客前来创业。但由于成都创新
创业集聚区大部分空间用于双创建设，园区的生态配套一
直有欠缺，成为人才引进的短板。“过去这里的生活服务配
套，就只有咖啡馆、超市，许多创业者调侃，下班不知道该干
什么去。”德源镇党委副书记罗曦说。

随着占地 900 亩的清水河城市公园的建成，创客们不
仅有了放松身心的公园，也有了创业的新载体。“如此人居
环境和创业机会，才让创业者打消顾虑，纷纷落户。”亚台青
(成都)海峡青年创业园负责人郭宏扬告诉记者，目前该园
区已有 77 家台资企业入驻，涉及电子信息、饮食文创、生物
医疗等领域。

“今天来到公园不仅仅是游玩和交流，更发现了商业机
会，这个公园里有三个公共空间，未来都将承包给企业经
营，我们台湾的企业家也有兴趣参与进来。”郭宏扬说。

有 14 年跆拳道教育从业经验的黄教豪在 2018 年 11 月

来到成都后，竟然有似曾相识之感，并且还想定居于此。
“台湾也有类似的公园脚踏车道，我也很喜欢在公园里锻
炼，如果有机会，我会把跆拳道课也带到公园中。”黄教豪
说。

乡野绿道上演“好戏连台”

春光灿烂，成都都江堰市柳街镇人头攒动。耀眼的阳
光下，上千亩金黄色的油菜花格外惹眼。只见花田中搭着
一个舞台，十几个身着汉服的小学生齐诵古诗《春夜喜
雨》。不远处的另一个舞台上，3 个年轻人正拨弄着吉他
轻声吟唱。游客们有的鼓掌，有的拍照，好不热闹。

柳街镇党委书记唐彬说，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到过这
里并留下诗迹，这里一直被称为“七里诗乡”。自从镇上建
起了 30公里的绿道，这个传统的农业乡镇仿佛一夜之间
回到了千年前那些充满诗意的日子，“日日有书声，夜夜
有戏唱”。

“绿道串联起川西林盘、农民小楼、油菜花田。”唐彬
说，“景色一下变美了，很多唱诗班、民谣队，甚至公司活
动、学生上课都愿意来我们这里，这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人
气。”

沿着花丛中的绿道漫步，次第出现的 19 个“微景
观”，再现了农耕的多个场景，同时也是游客休憩的驿站，
这些“微场景”的打造吸引了很多游客。

绿道穿家门而过，62 岁的村民廖代军笑开了花。他
做梦都没想到，自家门口突然有了这么多人。

在村干部的建议下，春节刚过，老廖就在自家的院落
里搭上了十几张桌子，方便过往游客在这里喝茶、晒太
阳、搓麻将。一月下来，几千块收入，比过去一年挣得都
多，这让老廖特别开心：“这个绿道，真是致富道。”

据了解，规划总长达 1 . 69 万公里的天府绿道体系，
目前已建成 2600 多公里，计划于 2035 年建成，在格局性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融入休闲旅游、城乡融合、体
育运动、农业景观、应急避难等多种功能，构筑绿色生活
方式。

成都：公园城市演绎绿色与发展的“价值转换”

树新风易陋习 推动“逝有所安”
山东沂水县殡葬改革观察

新华社记者赵新兵、陈国峰、孙晓辉

庄稼地里坟头密集、烧纸祭祀引发火灾、大办白事攀比
成风……沿袭千年的殡葬旧习是乡村振兴工作中难啃的
“硬骨头”。而地处沂蒙山区的山东省沂水县，通过两年前启
动的“殡葬全免费”改革，不仅推动了群众“逝有所安”，而且
取得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移风易俗等多重效益。

全民惠葬细算“六本账”

最近，沂水县一家大企业老总的岳母去世，没有修建豪
华坟墓，也没有到营利性公墓买高价墓，而是安葬到县里建
设的公益性公墓。

如今在沂水，从党员干部到企业家再到普通群众，去世
后都安葬在新建的公墓里。这股新风始于两年前的全民惠
葬改革。

2017 年 5 月起，沂水县推出殡葬改革政策，对具有当
地户口、在沂水去世的居民，其遗体运输费、火化费、骨灰

盒费等费用全部免除，逝者统一免费安葬在公益性墓地，

相关费用由当地财政承担。至今沂水已建成 110 座公益性
公墓。

背靠青山三面开阔，位于许家湖镇的长山公墓已修建
1290 个双穴墓。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鲜花点缀翠柏环绕
下，一块块卧碑整齐排列，两年来已有 630 位逝者骨灰安
葬于此。

“原来老百姓自己修坟少则五六千元，打棺材三四千
元，再加上火化费、纸扎费、宴请费等等，两万都打不住。现
在一分钱不花进公墓。”许家湖镇干部张世习对这笔账已算
过无数遍。

沂水县民政部门算得更详细，全县每年去世约 8000
人，免费殡葬为老百姓一年省下约 2 亿元，而财政投入仅为
2000 万元。沂水自实施殡葬全免费以来，已有 16000 多个
逝者的家庭享受政策红利。

不止算经济账，沂水还取得土地、资源、安全、环境和祭
祀方面的效益。

当地土地部门测算，传统散葬全县每年需要 300 亩到
400 亩土地，而建设公益性公墓，一亩地可建 200 处双穴
墓，一年仅需 20 亩到 30 亩土地。

据介绍，改变当地骨灰盒装入棺材再葬的旧俗后，沂水
县每年能节约木材 1 万立方米左右。在公墓内，上坟烧纸引
发山林火灾和空气污染隐患大为减少，因散葬墓穴缺少管

理衍生的基层矛盾不复存在。

厚养礼葬渐成“新风尚”

几天前，沂水县院东头镇上岩峪村 57 岁的村民刘永
芹去世，在逝者家的院子里，一场别开生面的“追思会”取
代了披麻戴孝、焚烧扎纸等旧习。

在“追思会”上，村党支部书记刘纪友致悼词并介绍
了刘永芹生平，参加葬礼的人胸前佩戴小白花，向逝者默
哀，最后向遗体鞠躬告别，整个追思会简约朴素但不失庄
重肃穆。

目前，这种礼葬形式已在沂水全面推广开来，追思会
由各村的红白理事会全程操持，免费提供白花、黑纱、孝
牌等丧葬用品，整个过程大约 30 分钟。

“搁在以前，出殡当天要披麻戴孝、摆酒席等等，讲究
多、流程长。”院东头镇永福庄村委会主任苗传军说，“逝
者下葬后还要上五七坟、百日坟、祭日坟等，亲戚朋友都
要赶到送钱送物，逝者家属得费心张罗，表面上都不说，
心里都嫌麻烦。”

扫除陈规陋习，风气为之一新。记者在沂水采访时，
不少群众反映，“追思会”这种形式，既简单又不失仪式
感，让逝者体面有尊严地走好人生最后一程。

（下转 2 版）

▲市民在成都成华公园绿道上散步。 （新华社资料片）

大图：4 月 4 日，“清明节的铭记——— 尊崇英雄烈士 厚植家国情怀”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活动内容包括主题团(队)活动、清明寄语墙、抗战主题音乐会、网上祭奠、志愿者专题讲解等。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左上：4 月 5 日，小学生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英雄纪念碑前参加祭扫仪式。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左下：4 月 4 日，人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 新华社发（苏阳摄）

尊 崇 英 雄 烈 士

厚 植 家 国 情 怀

4 月 5 日，读者在合肥市三孝口新华书店内阅
读。清明假期，安徽省合肥市各大书店成为读者品味
书香的好去处。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假日书香
4 月 5 日，市民身着汉服参加插柳活动。当日，北

京市柳文化活动在柳荫公园开幕，“首都全民义务植
树日”树木认养活动同时举行。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清明插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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