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又是一年清明时，杨柳依依道春意。清明节，
又称踏青节、祭祖节等，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
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清明节不仅是人们祭奠祖先、缅怀
先人的节日，也是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纽带，更是一个

远足踏青、亲近自然、催护新生的春季仪式。在甲辰年
清明节来临之际，本报特推出“我们的节日——清明”专版，
在慎终追远、礼敬祖先、弘扬孝道的同时，挖掘和弘扬
清明文化传统，倡导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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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积极引导群众
清明绿色文明祭扫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每逢

清明，我们都会追思怀远，心头涌上对逝去

亲人的悠悠思念。

我的祖父祖母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

祖父是一名国民党中将，曾在抗日战场上

浴血奋战，数次身负重伤，为抗日战争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他于

1948年前往台湾，而祖母却和三个孩子留在

了大陆。

我的祖母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生活

优渥，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知书

达理、温婉贤淑。祖父的离去，对她而言不

仅是精神上的思念和牵挂，更是一个年轻女

子独立抚养三个孩子的生活重担。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统战政策惠泽了我

的家庭。当时，党和政府充分考虑了祖母的

特殊情况，祖母家的房产虽由政府托管，但

房租收入却分文不留地交给她，让她抚养子

女维系生活。正是有了这样的政策，才让我

的父亲、叔叔和姑姑有条件上大学，接受高

等教育。此外，政府还安排祖母在街道办的

工厂工作，担任扫盲班的老师，每月给予她

一定的生活补贴。在党的关怀和政府的帮

助下，祖母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后来

每每回忆起那段岁月，她依然发自内心地感

激党和政府。

改革开放后，经常会有统战部门的同志

来家里看望慰问祖母。1984年，在党和政府

的关怀下，祖母去香港和祖父见了面。时隔

近 40年后再度重逢，对两位老人来说就像

是一场久违的梦，从热血青年到白发苍苍、

满面皱纹，一道海峡、几十年的光阴，阻隔了

两岸亲人的相遇，却从未隔断亲人之间的相

思，那一刻的场景至今让人难忘。

看到祖母时，祖父对她说：“台湾的报纸

报道说大陆生活很困难，没想到你还穿着这

么好的毛料衣服。”祖母回来告诉我们，当说

起我的父亲、叔叔和姑姑的情况时，祖父只

说了一句话：“不管孩子们干什么，都要给国

家好好干。”在祖父的心中，只有一个属于全

中国人的国家，那就是中国。

祖母生前有一个场景，至今还会时常出

现在我的脑海里：

祖母有一个珍贵的小黑皮夹子，那里面

珍藏着有关祖父的记忆，包括照片、信函、剪

报等。在我的记忆里，祖母经常拿着一个小

板凳，坐在床边，一缕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

洒在她的身上、洒在地上，暖暖地包围着她，

她静静地端详着祖父的照片、细细地翻看着

那些信函，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每次看到她

打开那个小黑皮夹，我就尽量不去打扰她，

因为我知道，那是她在思念祖父，那是属于

她的既酸楚又幸福的时光。她可能在感慨

历史的无情，也在庆幸她和祖父能从战火中

走出来、走向和平、走向重逢。如果没有

党的统战政策，祖母的后半生可能就是另外

一番景象了。

同样是得益于党的统战政策，我的父亲

于 1951年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父亲被

分配到辽宁抚顺一家企业工作，由于个人能

力强、表现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8 年，父亲被抽调到石油部工作。1984
年，我们又举家迁回西安。由于家庭背景的

原因，父亲在上世纪 80 年代加入了省民

革。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学养学识，还是

人品人格，父亲都是非常优秀的。父亲作为

重要的统战对象，在个人成长方面，得到了

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来到西安后，从

一名出版社普通编辑，到总编辑、出版局

副局长，再到民革陕西省委会主委、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父亲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党的

统战工作在统战对象个体身上的具体映照。

父亲曾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

省人大代表，提出过许多高质量的议案和建议，

被《人民日报》曾以“议案大户”为题报道过

他的事迹。其中，关于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的

建议就是我父亲提出的，被列为当年的“第

一议案”，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注。我的父亲曾因家庭出身问题受过牵连，

但是他始终以理性的思考对待这些问题。

改革开放后，在党的统战政策支持下，我的

父亲在政治道路上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始

终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本职岗

位上努力工作。作为人大代表，他认认真真

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尽职尽责地履行着一

个民革党员的责任。我想，正是在党的统战

政策感召下聚集起来的这些优秀力量，为国

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仿佛是一种传承和延续，2001年，我也

加入了省民革。在民革组织的关心和培养

下，我于 2021年底担任了民革基层支部的

主委，并非常荣幸地于2023年担任了省十三届

政协委员。作为省政协委员，履职一年多来，

我多次参加各种理论学习和调研活动，也得

到了我所在的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各位

领导和委员们的关心和帮助，从他们身上我

感受到了热情、专注和强烈的事业心，这也

不断激励着我加强学习、努力实践、认真

履职。我先后提出了多件提案和社情民意

信息，其中一条社情民意信息获得了省政协

表彰。我想，无论是在本职工作方面，还是

在党派工作中，或是在政协委员履职过程中，

我所取得的点滴成绩均得益于组织的信任

和培养，得益于党的统战方针和政策。

记得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

的日子里，国家给我的祖父分别颁发了两枚

抗日英雄纪念章。可以说，这两枚纪念章里

饱含了祖父的鲜血、祖母的泪水，更有国家

对我们家庭三代人的统战关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统战工作作出

全面部署，推动统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一员，我将

牢记责任，一如既往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履

职尽责。

愿我的祖父祖母看到后辈们认真做人

做事的样子，能够含笑九泉。

（作者系省政协委员、世图西安公司
副总编）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清明节祭祀、

缅怀先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诗经》中

的“颂”，就是记录清明活动的最早文献，由此

也证明当时的祭祀活动相当普遍。公元104年，

汉武帝颁布《太初历》，标注清明节气，指导

农事，并将其纳入二十四节气。

祭祖扫墓的习俗最早与寒食节有关。初

唐时期，寒食扫墓习俗就已风靡全国，不仅

“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寒食上墓也蔚然

成风。到了公元 732年，唐玄宗下诏，“士庶

之家，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大

意为，各界人士都要在寒食扫墓，并列入国家

规定的五种礼仪之中，并希望一代代永远流

传下去。在唐代宗时期，还规定休假 5日，

“寒食通清明”。

唐代诗人卢象的“四海同寒食”和诗人

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等诗句，充分说明

寒食和清明在唐代逐渐合二为一。随着社会

发展，寒食节渐渐地融入了清明节，由于国家

倡导、举国重视、上行下效，每到寒食清明，四

野如市，家家户户提篮担盒、携纸将烛，此举

成功地化教为节，沿袭成俗，成为中华民族慎

终追远、不忘先祖先贤先烈、亲近自然、热爱

生命、热爱生活的节日和认祖归宗的纽带。

扫墓、踏青、放风筝、荡秋千……这些都

是清明节的传统习俗。清明节和四时八节

一样，离不开花馍，也离不开礼馍。陕西各

地有专门用来上坟的馍，这种馍叫子推馍，

也叫子福馍，馍很大，上面有石榴和寿桃的

顶子，四面还有花边。民间有个讲究，祭祖

结束以后，长孙要把子推馍从坟头上滚下来

再吃掉，寓意沾先祖的恩德。顶部的花边象

征着代代流传，也寓意给不愿意做官的介子

推一个官帽子。

陕北地区还有一种小孩子最喜欢的一串

一串的小花馍，这种小花馍多以十二生肖、小

鸟、小花等为造型，陕北为此还有个专用名

词，叫燕燕雀雀。每当寒食节、清明节，陕北

群众都要蒸这种燕燕雀雀的花馍，蒸好后再

用线把花馍串起来，中间配上大红枣、黑豆、

高粱秆等，用五彩的穗子点缀其中，或赠送亲

友，或挂在门窗上，或给孩子戴在双肩上，用

以辟邪。

子推馍也叫子福馍，也叫坟春馍，这个馍

馍有很多讲究。陕西洛川地区会做鸟蛇之形

装饰的花馍，是因为相传介子推在绵山的时

候有鸟蛇保护他，所以人们用鸟蛇形状的花

馍来纪念介子推。在陕西合阳地区，人们还

要做燕子馍、燕子窝、燕子蛋，大意为燕子思

乡，燕通念，思念的念，以此来思念祖先、祭祀

祖先。

在关中民间，有些村庄还保留着清明前

后竖巨大的旗杆斗子秋千的传统，象征光宗

耀祖。民间有个传统，过去只有取得功名的

人家才可以在宗祠立斗子旗杆，立秋千往往

需要百名男丁参与，最终竖起形成方圆百里

闻名盛大的秋千大会。比如：蒲城县罕井镇

西南村过去是 20多年立一次秋，也叫缚秋，

这种秋千会可不是每年都有，而是相隔许久，

还要和清明祭祖和登录族谱家谱结合起来。

在渭南市富平县吴东村，把秋千称为无

底鸳鸯秋，且必须在清明竖起；造型巧妙，可

谓独一无二，其特点是无底且底座不固定。

每年清明节前后，华阴市孟塬镇司家村

一年一度的祭祖秋千会，如同秋千嘉年华，秋

千种类多达15种。据说，这都起源于民间生

活和当地驻军的古代军体训练活动，如八卦

秋、转轮秋、线轮秋等等。

富平县吴东村的“扶”秋千，一般有两架

秋千，有时各村各组都有，是村里参与人数众

多、规模极大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群众性

活动。村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上至七八十

岁的老翁老妪，下到五六岁的孩童，都能在秋

千上荡上几个来回。荡秋千的时候，整个秋

千柱子会跟着晃动，这也是掌握秋千平衡的

奥秘所在。

啥是“扶”秋，或者叫缚秋？缘于

清明时节陕西渭北地区干旱少雨，先

辈们为了祈雨，30多米高的秋千旗杆

如司雨的龙一样，刺向天空，意为“一

杆戳破天，甘露降人间”。随着社会发

展，祈雨的初衷已渐渐淡化，现在人们

荡秋千，更多是为了强身健体，丰富生

活，促进乡邻和谐。

清明将至，全省各地逐渐迎来祭扫高

峰。日前，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民

政厅联合发出《清明节文明祭祀倡议书》，

呼吁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弘扬殡葬祭扫新风

尚，绿色文明祭扫、安全有序祭扫、生态惠

民殡葬、党员干部带头，度过一个绿色、平

安、文明、健康的清明节。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殡葬与祭祀，自古就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春和景明”的节气里，人们祭祀祖先，追思

逝者的恩泽，感恩现世生活的美好，建立起

对过去、现在、未来关系的正确认知。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每个时代都

有每个时代的祭祀风格。在移风易俗、文

明祭扫的文明新风吹拂下，新时代的追思

活动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特点。人们

以绿色为底色，以文明为气质，选用敬献鲜

花、绿化植树、集体共祭、家庭追思等文明

低碳祭扫方式。4月2日，在西安市雁塔区

杜城街道融创宸院社区公祭活动现场，群

众排着队依次献上菊花，在小卡片上写下

片片心语，追思逝者的恩泽；我省多地推出

殡葬服务平台，市民可通过网上祭扫、代客

祭扫等新方式缅怀先辈；咸阳市广泛开展

“鲜花换烧纸”“丝带寄哀思”等活动，引导

群众安全文明祭扫……据统计，2023年清

明节期间，全国殡葬服务机构累计接待现

场祭扫群众6300.35万人次，其中，4265.36

万人次选择绿色低碳祭扫，占现场祭扫总

人数的67.70%；658.09万人次选择网络方

式祭扫。这样的祭扫方式，让清明的“烟火

味”越来越淡，“文化味”越来越浓。

近年来，“形返自然”的节地生态安

葬方式逐渐进入人们视野，海葬、树葬、

草坪葬等安葬形式数量逐年增多。2023

年4月，西安市首届公益性海葬活动在青

岛市举办，伴随着芬芳的鲜花和亲人的

祈福，119 位逝者以碧波为家，魂归大

海。从“入土为安”到“形返自然”，变的

是形式，不变的是人们慎终追远、敬重生

命的深厚情意。

殡葬观念的更新是一场时代新风尚与

数千年旧观念的“激战”，改革谈何容易。

对个体而言，这是千万小家的“微改善”，但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却是系统性的“大移

风”，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和支持。

一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采取有效措施规

范殡葬服务市场，坚定不移纠正祭扫过程

中的各种歪风邪气，严厉打击环境污染等

各种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应加强宣传和引

导，倡导党员干部带头，将清明祭扫与弘扬

孝老爱亲、传承良好家风结合起来，全方

位、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文明祭扫宣传教育

活动，推动文明祭扫成为“生态文明”的一

部分。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我们期待，在吹

面不寒的杨柳风中，在沾衣不湿的杏花雨

里，以文明低碳的祭扫方式，为建设秀美中

华凝聚澎湃动能。

绿色追思 让环保与思念同行
□ 记者 张涵博

青山埋忠骨，千里祭英魂。4月2日，来自

西安市碑林区铁五小学的学生们走进西安烈

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记者 张璐 摄影报道

清明祭英烈
鲜花寄哀思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荣）4月2日，省民政厅召开

全省清明节祭扫工作安排新闻通气会，介绍全省清明节

祭扫服务保障工作情况，积极倡导文明低碳祭扫方式，共

同打造平安清明、文明清明、有序清明。

为做好今年清明节祭扫服务保障工作，省民政厅、省

林业局于3月20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4年清明节祭

扫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清明节祭扫服务保障和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省民政厅副厅长郭惠敏介绍，在整治“乱收费”方面，

近年来，省民政厅先后开展了殡葬领域突出问题、殡葬业

价格秩序和公益性安葬设施建设经营专项整治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对违建墓地保持打击整治高压态势，有效

化解存量，坚决杜绝增量，不断巩固违建墓地整治成效。

近年来，省民政厅积极创新祭扫服务载体，大力推广

网络祭扫、鲜花祭扫、家庭追思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大

力推行鲜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植树祭故人、水溶寄亲

情等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低俗祭祀用品和迷信行

为。积极推行海葬、树葬等生态安葬方式，引导群众树立

生态安葬理念，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资源消耗。郭

惠敏说，今年，西安市计划于5月10日在青岛市举行第二

届集体海葬、9月在西安市奉正塬公墓举行首届集体树

葬活动。

清明节期间是全省森林草原防火的重点时段，做好

防火工作尤为重要。省森林资源管理局二级巡视员郭正

野介绍，今年春节前后几轮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导致

全省多地林区林木折损严重，林内可燃物大量增加，加之

林区内踏青旅游日渐频繁，春耕备耕、民俗祭祀等生产生

活用火急剧增多，全省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面临严峻形势。

郭正野表示，各地要持续做深做实林长制，层层细化

各级林长防火责任。广泛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加强警示

教育，提高对火灾的认知和自觉防范能力。持续推进违

规野外用火举报奖励机制落地见效，加大群众监督力度，

强化排查、整改、销号全过程责任链条。

我们一家三代人的统战故事

本报讯 （记者 杜静波）4月2日，记者从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清明小长假期间，西安铁路局

共计划加开 160趟热门方向列车，其中，开行跨局临客

列车 22趟，管内动车组列车 138趟，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需求。

节日期间，西安铁路局加开北京、成都、重庆、太原、

兰州等热门城市高铁临客列车 22趟，加开西安至大荔、

宝鸡、彬州、汉中、安康之间的管内热门方向动车组列车

138趟。同时，将西安至北京、深圳、广州、汉中、成都、太原、

重庆等热门方向开行的98趟动车组列车车体由单组运行

调整为重联运行，单列最大运输能力实现翻一番。

清明小长假期间，西安铁路局各大火车站将启动

大客流运输组织方案，优化旅客乘降服务组织，在人流

高峰时段增开售改签票窗口；增强安检、站台、便捷换

乘通道等区域人员力量，保障良好乘车秩序；在西安、

西安北、延安、汉中、宝鸡南等大客流车站设置青年

志愿者服务点，协助做好咨询和出行保障服务，同时，

西安铁路局管内主要站车单位将加强和属地交通部门

沟通协调，做好城市公交、地铁、网约车接驳，切实保障

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陕西铁路加开多趟列车
方便旅客清明假日出行

本报讯 （记者 闫智）4月 2日，记者从省气象局

获悉，4月 3日至 6日，全省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中南

部多弱降水天气，其中，5日关中、陕南日平均气温下降

4℃左右，并伴有3～4级偏东风。

据悉，4月3日全省阴天间多云，陕北南部部分、关中

大部、陕南东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0～3毫米）。4日

全省多云间阴天，陕北部分、秦巴山区、汉中西部部分地方

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0～3毫米）。5日全省阴天，陕北

西北部部分地方、关中西部、陕南有小雨（1～8 毫米）。

关中南部、陕南日平均气温下降 4℃左右。关中东部有

3～4级偏东风。6日：全省阴天间多云，陕北北部局地有

分散性小雨或阵雨（0～1毫米），关中西部、陕南大部有

小雨（2～8毫米）。

□ 马可为

我省清明假期
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

我们的节日——清明

清明习俗知多少？
□ 王智 口述 实习记者 秦瑶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