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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拍摄的江苏省兴化市千垛景区
油菜花田。

清明时节，江苏省兴化市千垛景区的油菜
花进入盛花期，金黄色的油菜花与纵横交错的
河道构成“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
的春日画卷，吸引游客前来踏青赏花。

新华社发

◀4 月 5 日，游客在江苏无锡梅园赏花
游玩。

清明假期，人们走出家门，踏青游玩，乐享
美好春光。 新华社发

英魂长存映青山

“二叔离家的时候年纪还小，我们特意从广州带来了茶
和水果，寄托一家人的思念。”近日，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烈士英名墙上“孙世安”烈士的名字下，年过七旬的孙青
丽带着家人，摆放祭品和鲜花。孙世安1930年2月出生，
1953年3月在朝鲜牺牲，后被安葬在朝鲜平壤。

迎回英雄，是血脉相连的精神传承。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中长眠着邱少云、黄继光等志愿军烈士。2013年，
中韩两国达成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还中国的
协议。2014年至2024年，981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回到祖国，落葬于此。

千里之外，重庆空军抗战纪念园内肃穆庄严。近日，来
自湖南、山东、重庆、四川等地的近百名志愿者手持菊花拾
级而上，在“志在冲天”的碑石下整齐列队，向长眠于此的中
外空军烈士致敬。

抗日战争期间，200余名中外空军烈士先后牺牲，入葬
重庆南山。“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要让英雄知道，
人民从未忘记他们。”志愿者尹园说。

从北国雪原到巴渝群山，清明时节的追思跨越时空，将
家国情怀与历史记忆紧紧相系。

芳草春风寄追思

1日上午，一场公益生态葬仪式在重庆市崇兴生命纪念
园举行。在婉转悠扬的古筝声中，27位逝者骨灰被安葬在
花坛中，与绿水青山相伴。家属们共同为逝者敬献鲜花、诵
读祭文，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哀思。

“我的亲人生前非常热爱大自然，她生前的心愿就是能
以最简单的方式回归自然。这样的仪式既庄重又温馨，让
我们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尊重。”一位参与家属说，选择生态
安葬也是响应绿色殡葬的号召，这样的方式既环保又节约
土地，非常有意义。

生态安葬的清风拂过山海。在山东省青岛市，“海之
情”海葬服务团队34年来已经送3.3万名逝者魂归碧海。
在近日举行的海葬仪式上，逝者家属翟女士说，以后看到大
海就会想起亲人，“海葬让逝者与自然永存”。

在青岛市殡仪馆，传统祭祀习俗有了新的祭祀形式。
市民曲女士和母亲带着鲜花来到电子祭祀广场，通过手机
扫描二维码进入专属祭扫“云空间”。“在手机上就能敬香、
点烛、献花、奉果，操作简单但很温馨。”曲女士说。

“从观望到认同，再到积极参与，生态安葬和线上祭扫
已成新风尚。”青岛市民政局副局长王海春说。

春和景明踏青去

风吹梨花，清明至。万物生发，春意浓。
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古城，砖瓦青苔间萌发新

绿，飞檐斗拱下掩映花枝，不少游客身穿各式各样的汉
服拍照打卡，十分惬意。“我和朋友一起春游踏青，在古
城美景中感受着蓬勃的生命力。”来自山东省济宁市的
游客马哲说。

李花、桃花、早樱争奇斗艳，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叠石花谷景区内，开放的草坪化身“春日课堂”，不少
老师、家长带着学生和孩子前来游玩。

微风吹来，小朋友们将自己手绘的五彩风筝放飞，
为春日美景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泼。叠石花谷景区负
责人周永乐说，景区内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寒武纪叠层石
地质遗迹，在这里，游客既可以学习地理知识，又能亲近
大自然。

春风浮动，花枝摇曳，沈阳北陵公园惜春亭西侧的百株
玉兰嫩白如雪，不少游人漫步其间，感受来自春日的美好气
息。“看见花开得这么好，感受到了春日里的勃勃生机。”来
自黑龙江的游客赵美子说。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清
明时节，中国一些驻外使领馆和援外医疗队等举行祭扫活
动，祭奠缅怀长眠海外的英烈以及在援外工作中献出宝贵
生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等。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
3月30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驻清津总领馆全体馆员以及
在朝中资机构、媒体和旅朝华侨代表等近60人，赴朝鲜咸
镜南道长津郡的长津邑、新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祭扫，祭奠、缅怀在长津湖战役中英勇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英烈。

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表示，此次祭扫活动是接受志
愿军伟大精神洗礼的“朝圣之行”，也重温了两国人民用鲜
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相信在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
引领下，中朝传统友谊一定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取得更大
发展，为维护地区和平、造福两国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清明节前夕，中国驻越南大使何炜率使馆馆员、在越中
资企业、文化新闻机构和留学生代表赴河内嘉林中国烈士
陵园祭扫，越中友协副主席阮荣光等参加。

在用中越文书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前，何
炜宣读祭文，缅怀在援越抗法、抗美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中国
英烈，对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伟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精神、铸就中越友谊不朽丰碑致以崇高敬意。何炜表示，中
越关系步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双方将不忘友好初
心、牢记共同使命，以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全方位战略合作告
慰先辈、造福人民。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4月3日在位于卢萨卡省琼圭地
区的坦赞铁路纪念园举行“清明祭英烈”活动，深切缅怀在
坦赞铁路建设等中赞友好事业中殉职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
员。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晟带领使馆全体工作
人员、中国援赞医疗队和军医组、孔子学院以及在赞中资企
业代表等，向书写着“中国援赞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鞠
躬默哀、敬献鲜花。

王晟在讲话中表示，今年是坦赞铁路建成通车50周
年。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建设者甘苦与共、并肩战
斗，用汗水和鲜血筑成中非世代友好的不朽丰碑。去年9
月，中坦赞三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

解备忘录》，标志着传统友谊正不断焕发新生。
4月3日，第29批中国援突尼斯医疗队前往坚杜拜省

和西迪布济德省公墓，为在突尼斯因故去世的医疗队员曹
现清和刘金芸扫墓，深切缅怀为援外医疗事业付出生命的
老队员。

援突医疗队员们当天重温援外医疗队誓词，决心以仁
心仁术造福当地人民，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
出更大贡献。

4月4日，中国驻乍得大使馆参赞淡远鹏带领使馆工作
人员与第20批援乍得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及中乍友谊医
院代表，来到恩贾梅纳公墓，为援外工作期间牺牲的中国医
疗队员李洪凌医生扫墓。第20批援乍得医疗队队长梁海
洋表示，将大力传承先辈精神，努力续写中乍两国深厚友
情。

在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市中国烈士陵园，巴方官员、
巴基斯坦华文教育协会等机构代表及各界民众4月4日出
席纪念活动，深情缅怀在喀喇昆仑公路建设中英勇献身的
中国烈士。

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燕山脚下，一片古朴典雅、大气
恢弘的建筑群落掩映在青山茂林间——这正是有着国家版本
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之称的中国国家版本馆。

4月2日，应外交部邀请，近百名驻华外交官来到这里参
观，领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欣欣向荣的万千气象，体悟中华
文化蕴含的读史明智、知古鉴今的博大精深，感知中国推动世
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胸怀。

甲骨简牍、古籍文献、青铜铭文、雕版拓片、方志家谱、书
法绘画，以及各国经典版本……琳琅满目的展览陈列，让驻华
外交官们了解到中华民族在文学、哲学、艺术、地理等方面的
独特创造，深深体会到文化瑰宝跨越时空长河、在版本馆得到
精心呵护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或感叹，或好奇，驻华外交官们对灿若星河的中华版本文
化瑰宝兴致满满——

“看这幅作品，写得多么工整、多么漂亮！”玻利维亚驻华
大使西莱斯指着唐代楷书手稿《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在这
里，我能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

在明朝万历年间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前，驻
华外交官们纷纷拿起手机拍照。“我的国家在这里！”希腊驻华
大使卡尔佩里斯说，“地图上标注了一些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
希腊城市。希腊和中国在古代就进行了许多文明交流，这样
的交流在当下更加有必要。”

文华堂内，不同版本的工具书、中小学教材、文学作品、期
刊创刊号、音像制品等珍贵版本汇集于此。看到展台上不同
年代的《新华字典》，瑞士驻华大使白瑞谊赞叹：“一本字典居
然有这么多版本！”

一幅幅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连环画、影像作品等，唤起在
中国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的回忆：“在这
里，能够看到一些平日难得一见的藏品。这些藏品生动展现了
中国的文化发展进程，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文明交流的历程。”

文兴楼、文华堂、文瀚阁……驻华外交官漫步其间，驻足
深思。

驻华外交官们饶有兴致地向工作人员询问预约参观流
程。他们说，版本馆承载着珍贵的知识与厚重的历史，建设难
度极高，全世界很少有国家能够完成这样的项目。希望有更
多各国友人来中国国家版本馆参观欣赏，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这里的展览将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资料整合在一起加
以保护，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这是无价的。”坦
桑尼亚驻华大使奥马尔感慨道。

在奥马尔看来，中国国家版本馆的设立为其他国家提供
了借鉴。“坦桑尼亚也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今天的参观让我
意识到，我们在文化保护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中国国家版本馆既是国家级文化殿堂，也是联接中外、交
流互鉴的文化桥梁。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守
正创新的实践，留给外宾们无限感触。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领略中华文化 感悟文明之力
——近百名驻华外交官走进中国国家版本馆

“姜黄种距约30厘米，玉米株距约40厘米，一行姜黄、一
行玉米……”清明节前，一场粮药复合种植现场会在四川省宜
宾市兴文县莲花镇长岭村的田间地头召开，农业技术专家为
来自全县12个乡镇的40多个种植大户现场讲解，帮助大家科
学种植、增产增收。

位于川南地区的兴文县是四川省苗族聚居人口最多的
县，也是全国产粮大县。近年来，当地推广粮药间种、套种、轮
种等模式，让同一块土地既产粮食又产药材，努力在装满“粮
袋子”的同时鼓起老百姓的“钱袋子”。

“玉米与姜黄根系互补，前者遮阴保湿，后者抑制杂草，形
成‘1+1＞2’的生态效果。”长岭村几年前就开始尝试“玉米+姜
黄”间种模式，村党支部书记罗德才对此颇有心得，“单种玉米
产出效益有限，间种药材收益更高，村民种地有了积极性。”

在兴文县共乐镇自由村的田垄间，麦冬也成为玉米的“黄
金搭档”。“麦冬的种植和管理更精细，但一年亩产值可以达1.5
万元。”正当农时，在当地推广粮药间种的兴文县硒源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池四处奔走，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支持。

据了解，共乐镇目前已推广粮药间种1425亩，构建起“粮
食保底、药材创收”的产业新模式，为全县树立了“保粮增收”
双赢标杆。

在兴文县大坝苗族乡道地中药材现代农业园，淫羊藿苗
正舒展生长。6年前，原本从事中药材贸易的董平看中“粮药
间种”的发展潜力，在这里流转2800亩土地建种植基地开启
试验。

“淫羊藿喜阴，玉米长高后就能部分替代遮阳网，这是‘以
粮养药’的妙招！”现为四川省既威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总经
理的董平指着间种田解释，这一模式由宜宾市农科院与企业
联合研发，既保障粮食生产，又让药材品质更优。

如今，董平的种植基地已形成“淫羊藿间种玉米+现代化
育苗”的发展格局，带动8000余亩中药材种植，年产值超
8000万元。大坝苗族乡沙坝村村民罗启银说：“土地流转费
加园区务工工资，我一年能挣3万多元！”

科技“金钥匙”正在解锁更多产业“密码”：董平的团队正
抓紧选育品质更高的淫羊藿品种，陈仁池在探索“玉米+黄精”
新组合，莲花镇谋划建设500亩现代化育苗基地……

“种地也能亩产过万元！”兴文县中（苗）医药产业发展专
班相关负责人表示，粮药间种模式破解了山区“耕地少、效益
低”的困境，该县计划以间种模式发展中（苗）药材特色优势品
种4万亩以上，让更多农田变身“万元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更
强动能。 （新华社成都4月4日电）

四川兴文：

“粮药间种”种出苗乡“万元田”

新华社南京4月4日电 天气实况数据时效性控制在2分
钟，天气预警数据推送频率最短缩至5分钟，网格预报空间分
辨率细化至方圆1公里……近日，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在宿迁落地电力气象资源全景智能监测系统，可采集高精度
辐照度、风速风向、温湿度、地基云图等气象数据，为光伏发电
功率预测和调度、电网防灾减灾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步伐的加快，电网调度、设备防灾
等作业的气象敏感性逐渐增强。该系统可采集方圆1公里精
细化气象实况，实现大至乡镇、变电站，小至电网线路、杆塔的
气象信息全覆盖。

宿迁地处苏北平原，光伏资源丰富，近年来新能源装机容
量不断扩大，电网调度压力增大，同时气象灾害频发，影响电
网安全和调度效率。当地供电部门加快打造“电力+气象”应
用场景，此次上线的监测系统，可汇聚气象部门、光伏电站、风
电场等多源气象数据，提升新能源电力调度效率，保障电网运
行安全。

“系统运用AI算法，帮助我们精准预测各类气象灾害，有
效提升了宿迁电网防灾减灾、降碳增效能力。”国网宿迁供电
公司科技数字化部副主任徐微微说。

“电力+气象”精准赋能电网防灾增效
江苏宿迁：

清明时节，天地澄明，万物吐故纳新。从烈士陵园肃穆追思，到山水花丛间寄思念，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传承
精神、寄托哀思，拥抱自然、享踏青之乐。一幅幅清明画卷铺展开来，展示着文明新风。

我驻外使领馆和援外医疗队等举行清明祭扫活动

花
海
清
明

诗
意
邀
约

芳草芳草寄思念寄思念
——清明假期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