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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暖，清明节至。
清明是我们慎终追远、礼敬祖先、缅怀亲人、追思英烈、怀

念战友的时节，尽管它不会因为我们的痛苦和忧思而急切或
迟缓，但它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隆重而盛大的礼敬和祭奠
之节。

就在3日，国务院发布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决定
2020年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让我们打开情感的闸门，让无尽的哀思、悲痛、怀念，与
亲情、友情、爱情，以及由此勾连难分的不舍、嘱托、长相思，
像水流一样，在春天到来的四月汩汩流淌。

让我们哀悼和铭记，在湖北和武汉战“疫”岗位上英勇牺
牲的白衣战士。他们挺身而出，为挽救更多生命，自己不幸感
染病毒，把热血洒在与时间赛跑的救死扶伤战场上。

让我们哀悼和铭记，在疫情防控中奉献生命的人民警察
和基层党员干部。他们舍小我、为大我，为了早日清除病毒的
阴霾，为了让百姓多一份安心和安全而倒下。

让我们哀悼和铭记，在病毒的肆虐下，怆然离开我们的

亲人、朋友和同事。他们的离去，带着不舍，带着遗憾，带着我
们的泪水和记忆。

他们，是儿女，是父母，是兄弟，是姐妹，是战友，是同事，
是朋友，是恋人，是亲人。此前一刻，仿佛眼前，他们与我们携
手相扶；从此以后，时空划过，他们从我们身边离去。这一刻，
请你敞开哭泣，为了那份永远割不断的情愫；请你深情埋头，
为了那份早已扎根心底的情怀。

让我们铭记，疫情防控中的每一个壮举、善举，爱心和温
暖汇成至诚至善至爱。思念没有止境，思念里回响着亲人的
嘱托；时间不会停止，时间中蕴含着明天的希望。

是的，这就是清明。这个自古以来绵延不息，把所有中国
人的目光定格的记忆“节点”，内涵与意义就在于此。它让我
们回想起过去，但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它让我们驻足青草
丛中，但将从这里走向远方、走向明天。

就如这个刚刚过去的严峻冬天。疫情笼罩之初，人们在
慌乱中度过宅家的春节，但慌乱并没有持续。平静下来的城
市、平静下来的市民，共同开启了从未有过的“抗疫模式”。从
小区封闭到应收尽收，从疑似患者居家隔离到集中隔离，从

“人等床”到分级诊疗，再到“床等人”，实现“应早尽早”，救治
率不断提高，病重患者死亡率不断降低。我们经历的是不断
成熟、不断完善、不断向好的勇敢战“疫”。

迎来持续向好的战“疫”成果和形势，是一个艰苦的过
程。尽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属于武汉人民，属于全国人民，
但异常勇烈的战“疫”中，有的人牺牲了，怀着对生命的热爱；
有的人离去了，带着对生命的眷念。

无论英雄还是凡人，没有人愿意离开美好人生，没有人
愿意失去至爱亲朋。但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战斗来临就得
共同应对。现在，请让活着的人更勇敢，请让活着的人更丰
满，请让活着的人更有力。这是一位逝者去世前的留言。

令人动容的留言，也是离去的亲人和战友不眠的希望。白
衣战士献出生命，是为了更多生命摆脱病痛走向新生；被疫情
折磨离去的亲人，更希望活着的人走出痛苦，生活更美好。逝者
长眠，我们需要从灾难中汲取教训，我们需要对逝者寄托哀思，
我们需要从奋战中汲取力量，我们需要在风雨后感受阳光。

把记忆放在心底，让怀念成为动力。这是对逝者最好的
追忆。这个清明，让我们一起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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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清明，让我们一起铭记
□ 瞿长福

本报哈尔滨4月3日电 记者马维维、通讯员程诚报道：
网络祭奠、微视频讲述先人故事、书写寄语、制作思念卡……
清明前后，黑龙江省民政系统通过设立祭扫服务热线、建设网
上祭扫平台、大力推广网络祭奠等“非现场”祭扫形式，努力为
群众提供更安全、高质量、有温度的祭扫服务。

据大庆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负责人李娜介绍，由于今年
清明该市殡葬服务机构停止现场祭祀活动，为了满足广大群
众祭奠先烈、缅怀亲人的需求，大庆6家公墓推出了网络祭
祀、代客祭扫等服务。

免费擦拭一次墓碑、献一枝鲜花、鞠一次躬，逝者家属有
特殊需求的，也会尽量满足。这是大庆松鹤陵园推出的祭祀
服务。“我们提前在微信群里与逝者家属说明了情况，特殊时
期不能来现场，由工作人员代为祭扫。”陵园负责人解书举说。

据黑龙江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清明期间，黑龙
江各殡仪馆（服务中心）、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全部暂
停守灵、公开告别、现场祭扫等活动。全省居民均可在微信公
众号、网站、手机APP等网络祭扫平台，通过手机远程为亲人
送上云端的思念。期间，殡葬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将为有需要
的逝者家属提供墓位清扫、鞠躬行礼、敬献鲜花等服务，群众
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预约。

黑龙江：

祭扫服务有温度

本报太原 4月 3日电 记者梁
婧 刘存瑞报道：作为传统节日，清明
承载着人们对故人的缅怀追思，也绵
延着数千年的习俗。但非常之时更需
行文明之举，在森林防火和疫情防控
的双重压力下，安全、文明、绿色祭扫
成为山西各地的共识。

“非常时期无法回到老家，所以我

想在后院种棵树，以寄思念，相信亲人
也能收到我的心意。”家住山西省太原
市的米女士说，缅怀亲人，贵在心意，
重在文明。

在阳泉市，考虑到群众祭扫需求，
为避免人员聚集，从3月27日起，阳泉
市殡仪馆根据承载量实行分时错峰祭
扫。提倡市民提前电话预约，尽量避开

祭扫高峰。与此同时，该市民政部门建
立的清明节网上祭扫服务平台已经上
线运行，广大市民可通过网上追思、制
作思念卡、书写寄语等方式进行祭奠。

吕梁市也把祭祀搬到了网上，打
开微信，“指尖轻触，哀思关山飞渡”的
字幕把人带入肃穆的氛围。页面分为
烈士馆和个人馆，网友可以致敬英烈，
也可以为逝去的亲友自建一个纪念馆
进行追思。有网友表示，这样的“云祭
扫”同样感情充沛，可以唤醒家族记
忆、重温家国情怀，是一种具有现代气
息的缅怀方式。

山西：

绿色祭扫成共识
本报南京4月3日电 记者蒋波报道：近日，江苏南京、

无锡、徐州等地开展清明代祭扫活动，为受疫情影响而无法到
墓园祭扫的市民给予精神慰藉，寄托哀思。

4月3日，南京市在雨花功德园举行庄重而简朴的集体代
祭扫仪式，祭奠为这座城市付出和牺牲的普通人。在代祭现
场，主持人深情朗读市民从“云”端发来的网络追思寄语，工作
人员手持鲜花，神情庄重，温柔地拭去每一块墓碑上的浮尘，
献上鲜花并致以三鞠躬礼。

“今年清明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亲自给父母扫墓，通过
代祭扫很方便，圆了一家人的心愿。”在外地工作的市民王女
士通过视频看到志愿者帮她完成了清明祭扫，激动地哽咽
起来。

在无锡，该市早在3月4日就推出免费代祭暖心举措。作
为当地最大的经营性公墓，无锡市青龙山公墓这些天一直在为
市民代祭服务忙碌着。“每天祭扫的片区，我们都以短信的形
式发给家属，让他们知晓并放心。”公墓负责人说。

在徐州，3月31日上午，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前，鼓楼
小学3名学生代表向烈士墓献上花圈，在墓前默哀，缅怀致
词。“学校将以清明祭扫活动为契机，引导学生参与网上祭英
烈活动。”徐州市鼓楼小学大队辅导员王蓓蓓说。

江苏：

代祭活动圆心愿

为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明期间群众祭扫服务工作，山东多
地殡葬服务机构免费提供代祭扫服务，并倡导采用家庭追思、
网上祭祀等方式寄托哀思，缅怀故人。图为嘉祥县青龙山公
墓工作人员向墓位敬献鲜花，代为祭扫。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汪 洋摄影报道

本报广州4月3日电 记者郑杨
报道：又是一年清明时。去年人流如
织、仅清明节当天就接待祭扫群众超
过20万人次的广东佛山市飞鹅墓园，
今年是一片宁静。因疫情防控要求，
佛山全市的公墓、殡仪馆在清明期间
暂停了祭扫活动，代之以网络祭扫、公

墓工作人员免费代献鲜花等服务。在
佛山，通过广东省“粤省事”民生服务
微信小程序开展“云祭扫”，为先人和
革命英烈书写寄语，成为祭扫新风尚。

广东群众非常重视清明节日，据统
计，广东省各殡仪馆、公墓等祭扫场所，
每年清明节小长假3天接待祭扫人员

超过1000万人次。今年，早在清明节
前半个月，广东省就开始大力倡导绿色
祭扫，并推出了多种形式的绿色文明追
思服务。

“今年清明期间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期，更应该转变传统的祭扫习俗，倡导
绿色、简约、文明的祭扫方式。”广东省
民政厅副厅长方洽平介绍，为了方便因
疫情影响无法到实地祭扫的群众缅怀
逝者、寄托哀思，广东省民政部门提供
了网络祭扫、代理祭扫、公益祭扫3种
形式的文明追思服务。

本报长沙 4月 3 日电 记者刘
麟 谢瑶报道：清明之思，慎终追远。
但今年清明略有不同——疫情防控期
间，为减少人员聚集带来的风险，湖南
发布清明节“文明祭扫”倡议书，倡导广
大群众通过举办家庭追思会、书写心灵
家书、网上祭祀、植树踏青等现代文明
祭祀方式怀念逝者。

3月31日上午，20多名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一手捧着鲜花，一手拿着
清洁用具，在娄底市殡仪馆的公墓山
忙碌着，清扫墓地、擦拭墓碑、敬献鲜
花、鞠躬默哀……缅怀公墓山的每一
位故人。这是娄底市首次推出的“代
为祭扫”志愿服务活动，将持续到4月
6日。

这次代祭活动的志愿者之一何艳
兰告诉记者，此举不仅能有效避免人
流聚集，同时也是倡导文明祭扫的一
种新风尚。

也有不少市民将自己对故去亲人
的思念汇成字句，书写在信笺上，通过

“时空信箱”寄给逝去的先人。衡阳市
在去年首次推出“时空信箱”的基础上，
今年进一步推广这一绿色环保的祭扫
新载体，自3月27日启用至4月12日，
在全市城区146个社区放置“时空信
箱”，免费为市民提供纸、笔以及信封，
方便市民就近开展文明祭祀活动。

湖南：

“时空信箱”寄哀思

广东：

“云”上祭扫树新风

本报北京4月3日讯 记者齐慧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目前，国内武汉、重庆、成都、郑州、西安、义乌等
主要班列开行城市均已恢复去程运输，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
货物发送量稳步增长。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一季度，中欧班列共开行
1941列、发送17.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5%、18%。其中，
去程1049列、9.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4%、28%；回程892
列、7.9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6%、8%。

其中，3月份，中欧班列共开行809列、7.3万标箱，创单月
开行列数和发送箱历史纪录，同比分别增长30%、36%。

该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实行分段运输，不涉及人员检
疫，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具有独特优势，成为保障中欧贸易往
来、畅通国际合作防疫物资运输的重要物流通道。针对欧洲
疫情日益严重、防疫物资需求逐步加大的情况，国铁集团为国
际合作防疫物资运输提供优先保障，确保应运尽运。从3月
21日首趟搭载出口欧洲防疫物资的中欧班列从义乌启程以
来，至3月底中欧班列已累计发运防疫物资33.38万件，共
494吨，主要到达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捷克、波兰、匈牙利、
荷兰等国家。

本报贵阳4月3日电 记者吴秉泽报道：贵州省今日在9
个市（州）同步举行仪式，集中开工583个重大工程项目，总投
资1450.9亿元。

据了解，贵州此次共开工“六网会战”（路网、水网、电网、
地下管网、油气网、互联网）项目351个，12个农业特色优势
产业项目107个，十大千亿级工业产业项目52个，服务业创
新发展十大工程项目45个。此外，该省还针对疫情暴露出的
短板和不足，开工了28个公共卫生、大健康项目。

今年以来，贵州省将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做好稳投
资、稳就业，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来抓，
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前2个月，该省的通信设备制造、锂
离子电池制造、科技推广应用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7%、
18.7%和89.8%。

今年2月，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年度重大工程项目名
单及推进计划，计划2020年实施项目3357个、年度计划投资
7262亿元，进一步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发展、重大民
生工程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贵州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少波表示，贵州省将在重大工
程项目建设上强化联动、密切配合，全力以赴抓前期、抓在建、
抓开工、抓进度、抓保障，确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为打赢疫情
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重庆4月3日电 记者冉瑞成报道：重庆市2020年
首轮新基建项目集中开工视频连线活动今日在重庆高新区举
行，重庆万州、两江新区等共设置了12个分现场。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28个，总投资约1054亿元。其中，
新型基础设施项目22个，总投资815亿元，涵盖5G网络、数
据中心、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

新型网络基础设施项目是此次集中开工的一大亮点。本
次共集中开工重庆移动5G工程等6个项目，总投资307亿
元。其中重庆移动、重庆联通、重庆电信将在年内建设共计超
过3万个5G基站，实现主城5G网络全覆盖，打造国内领先的
5G精品网络示范区。

在智能计算基础设施项目方面，本次集中开工数据中心
项目5个，总投资超67亿元，包括备受关注的腾讯西部云计
算数据中心二期项目、中国华录·重庆数据湖产业园等。

除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外，当天还一同集中开工了6个基
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总投资达239亿元。

一季度中欧班列开行数增15%
货物发送量同比增长18%

贵州集中开工583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额达1450.9亿元

重庆集中开工22个新基建项目
总投资815亿元

本报郑州4月3日电 记者夏先清报道：作为粮食生产
大省，河南坚持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手抓，及时采取应对措
施，着力破解生产难题，推动春季农业生产有序进行。

小麦作为河南粮食生产的大头，今年该省小麦种植面积
在8550万亩以上，与上年持平；其中优质专用小麦1350万
亩，较上年增加146万亩。截至4月1日，全省累计追肥5028
万亩，浇水2564万亩，病虫害防治7061万亩，均快于上年同
期，小麦长势是近3年最好的一年。

据了解，复工复产以来，河南各地坚持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策略，对疫情较轻地区抢抓农时，组织农民错峰错时下田，及早
开展麦田管理；对疫情较重地区，发挥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作用，开展土地托管服务，帮助农户开展田间管理。

该省农业农村部门利用多种手段，发挥1031个基层农技
推广区域站作用，组织农技人员开展技术指导，推动春季农业
生产有序进行。广大农民迅速行动，深入田间开展麦田管理，
迅速掀起春管高潮。

据了解，河南春播作物面积2700万亩左右，其中春播粮食
700万亩，瓜菜1100万亩，春花生650万亩，播期集中在4月至
5月中旬。农资数量完全能够满足需要，化肥、农药价格与上
年基本持平。目前近九成农资经营门店已正常开门营业。

在保障农资供应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调优春播作物结构，
积极发展优质的花生、瓜菜、水稻、杂粮。目前，全省春耕春播
陆续展开，截至4月1日，已累计整地893万亩，水稻育秧面积
40万亩，春播面积396万亩。

河南春季农业生产有序进行
春播面积约2700万亩

本报南昌4月3日电 记者赖永
峰 刘兴报道：清明期间，为减少人员
聚集，江西各地纷纷出台举措，鼓励群
众采取网上祭扫等方式来缅怀先人。

赣州市赣县区长洛乡均源村赖氏
祠堂内，村支部书记赖国平独自一人
在整理内务，还不时地接着亲朋好友
的来电。“好的，我会替你给老人上

香。”“确实不能集中祭扫啊，希望你能
理解。”……对每个来电，赖国平都耐
心做好解释，并尽可能为对方提供合
理的祭扫方案。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暂停全区公益
性公墓清明节期间的现场祭扫，暂停组
织公祭等群体性活动，并呼吁组织开展
以居家追思、网上祭扫、代为祭扫、家属

寄语等方式表达哀思。同时，为给辖区
居民一个抒发感情的平台，红谷滩新区
还发起“清明思亲”征文活动，让市民以
此表达对逝去亲人朋友的怀念。

为缅怀革命先烈，过一个绿色文
明的清明节，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
瑞金、信丰、上犹、会昌等市县，纷纷
开展了“诵读经典 缅怀英烈”、“告
别陋习 文明祭祀”、清明英烈故事
展等系列清明节主题教育活动，引导
人们在慎终追远、缅怀先辈的情怀中
认知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
传统。

江西：

纪念先烈诵经典

4月3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向烈士墓献花。清明节前夕，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组织工作人员，擦拭墓碑、为烈士献花，缅怀英烈。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缅怀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