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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看点4

清明节鲜花祭祀成主流
文·摄影/本报记者 刘晓君

前几天还是春光明媚
艳阳天，热到分分钟想要
穿裙子，可是一到清明小
长假又是风又是雪，让人
有一种遇到“假春天”的既
视感。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清明小长假期间，呼和
浩特市区不少景区门可罗
雀。

景区游客稀少

4月7日下午，在呼和
浩特市大召无量寺内，一
名导游正在给一个游客团
讲述无量寺的历史故事。
记者看到，由于天气降温，
游客们都身着厚外套，戴
着帽子和手套。寺内除了
这个唯一的旅游团，还有
几名散客。由于游客稀少，
寺内显得有些冷清。从大
召无量寺出来，顺着大召
广场往西走是塞上老街和
美食特色一条街通顺大
巷，这里的游客也不多。据
呼和浩特市大召寺工作人
员介绍，游客稀少的原因
有三个：一是清明节假期

很短，很多人要进行传统
扫墓等活动，出来游赏文
明古迹的人就少了；二是
现在还没有迎来旅游旺
季；三是最近的雨雪天气
也会影响游客的数量。

4月8日，记者来到南
湖湿地公园采访，看到这
里只有零星的几名游客带
着孩子在湖边赏景拍照。
公园一位姓毛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证实，受到天气影
响，清明节期间来这里的
游客比平时少了一半以
上。随后，记者又来到回民
区的谦和果园农家乐采
访，发现这里只有三两个
附近的居民在杏花树下游
玩。该农家乐负责人张宏
奎告诉记者：“每年清明节
到五一期间是赏花的旺
季，今年由于天气太冷，很
多刚刚绽放的花骨朵都被
冻蔫了，3天来游玩的还不
到50人。”

托克托县神泉生态旅
游区是呼和浩特周边短途
游的热门景点之一，尤为
受到自驾游一族的青睐。

但记者采访中却发现，该
景区在这个假期也并不好
过。“除了4月7日有旅行社
组织700多名游客在这里
搞活动之外，这几天来游
玩的游客少的可怜。”4月8
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神泉生态旅游区的工作人
员乔丹很无奈地对记者
说，往年清明小长假出游
人数至少上万人，今年连
1000人都没有突破，散客
几乎没有。

清明小长假期间，除
了各大景区无人出游，到

旅行社参团的人数也特别
少。内蒙古蒙都国际旅行
社副总经理马云华告诉记
者：“清明小长假一般以
1~3天的短途游为主，今年
受到天气影响，参团短途
旅游的人比往年要少很
多。”

内蒙古新世纪康辉国
际旅行社市场部经理胡利
亚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她
表示，清明节原本外出游
玩的人比起其他法定节假
日就少很多，加上今年天
气又冷，报名出游的人就

更少了。

民俗体验受青睐

与不少景区门可罗雀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呼和
浩特各大室内场馆却在这
场风雪交加的寒冷天气中
赢得了超高人气，不少场
馆还举办了诵读、制作风
筝、茶艺、插花、体验琴棋
书画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民
俗文化活动吸引市民的眼
球。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
统节日，除了扫墓，大家还
知道什么传统习俗呢？别
着急，老师给大家几个线
索，大家要根据线索找到
其他4条线索，每条线索都
需要完成挑战才会得到拼
图谜底，每个谜底就代表
一个清明习俗……”4月5
日，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蒙西文化广场，呼和浩特
市爱心天使亲子公益协会
正在举办一场清明节主题
活动。小朋友们现场体验
了“牵钩”“射柳”“蹴鞠”等

清明习俗，还在老师的指
导下，参与制作了清明果。
蒙西文化广场一位姓张的
主管告诉记者，由于气温
骤降，打乱了不少人在清
明小长假出游的计划，一
些家长便带着孩子来到这
里参加活动。

内蒙古博物院也在小
长假期间举办了“承传统
祭先烈做新时代好少年”
清明古韵经典诵读主题教
育活动、“清明博物院来相
会，红色知识边游边学”革
命主题欢乐大课堂、“相约
周末-髻顶韶华”等系列精
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吸引
了很多家长和小朋友参
与；内蒙古美术馆展出了
《布赫同志书法展》《内蒙
古当代美术发展史》《内
蒙古重大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作品展》 等作
品，吸引了上千人进馆参
观；昭君博物院由于4月8
日~5月1日期间闭馆，促
使很多游客赶在清明小长
假来游玩，3天客流量达到
7000人次。

4月5~7日，呼和浩特
市在市四区设置了24个鲜
花公共祭祀点，并免费提
供5万枝菊花、黄丝带等文
明祭祀用品。4月5日清明
节当天，记者走访了城区
部分鲜花公共祭祀点发
现，不少市民选择用鲜花、
写祭祀卡和默哀等文明祭
祀方式缅怀已故亲人。

4月5日7时30分，内蒙
古正能量公益协会的志愿
者早早来到位于青城公园
英雄纪念碑西北侧的鲜花
公共祭祀点，开始准备文
明祭祀用的鲜花、祭祀卡、
黄丝带等祭祀用品。大约
10多分钟后，前来参与文
明祭祀的市民从四面八方
赶来，志愿者有条不紊地
为大家发放鲜花、黄丝带，
并帮助上了年纪的市民填
写祭祀卡。短短两个小时，
来这里参与文明祭祀的市
民达200余人。

内蒙古正能量公益协
会负责人戴鑫告诉记者，4
月5~7日，他们协会的志愿

者都会在鲜花公共祭祀点
为市民提供服务。“我们
的志愿者都是在校大学
生，大家都很积极参与此
次活动，希望能为市民提
供服务。我们协会也呼吁
更多的市民摈弃扫墓祭
祖使用焚烧纸钱等方式，
选择现代文明的祭扫方
式祭奠已故亲人。”戴鑫
说。

在玉泉区大盛魁附近
的鲜花公共祭祀点，一些
市民赶早来领取鲜花、祭
祀卡，参与文明祭祀活动。
市民刘女士说：“现在生活
比以前好了，一些陋习肯
定要摒弃。今年我在鲜花
公共祭祀点用鲜花寄托哀
思，在默哀时我回忆起了
与已故亲人在一起的时
光。这种祭奠已故亲人的
形式很好，也很有意义。”
在新希望家园北口的鲜花
公共祭祀点，市民牟先生
领着女儿前来祭奠去世1
周年的父亲。牟先生的女
儿认真地在卡片上写道：

“祝愿爷爷在天堂里快乐
幸福，没有疾病痛苦。”牟
先生说：“今年首府各区设

立鲜花公共祭祀点，还免
费提供菊花、生肖卡、黄丝
带，此举值得称赞。我带着

女儿参与这样的绿色祭祀
活动，也是想让女儿从小
树立绿色祭祀的文明意
识，为建设美丽家园出一
份力。”

“我是来祭奠我父亲
的，我父亲去世已经3年
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样
文明的祭祀方式都能接
受。我认为，在清明扫墓活
动中倡导文明祭祀，既有
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是
移风易俗、端正社会风气
的重要举措。”市民单先生
告诉记者，他是两三天前
从网上了解到首府市区设
立了24个鲜花公共祭祀
点，于是他选择了离家最
近的青城公园附近的鲜花
公共祭祀点，祭奠已故的
父亲。

4月4日下午，在呼和
浩特市新城区苏雅拉公
园，首府举行了“文明祭祀
绿色清明”2018年清明节
鲜花公共祭祀活动启动仪
式。该活动由呼和浩特市
民政局、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主办，由新城区文明
办、民政局、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教育局承办。呼和
浩特市民政局局长范挨计
告诉记者，清明节是我国
追忆先人、缅怀故人、寄托
哀思、慎终追远的传统节
日，民间有祭祀、扫墓、踏
青、植树等多种祭扫形式。
祭扫既是对先人的追思和
悼念，也是对生者的启迪
和激励，它重在情感。用鲜
花等文明祭祀方式寄托哀
思，既环保又文明。清明节
期间，为进一步提高呼和
浩特市文明程度，确保市
区祭祀安全有序，充分发
挥清明节在倡导社会新
风、弘扬传统美德、推进殡
葬改革、树立文明悼念祭
祀新风尚的作用，呼和浩
特市在市四区游园、公园、
广场、社区等地共同组织
开展鲜花公祭活动，为市
民提供良好的祭祀环境，
以绿色环保的方式缅怀英
烈、祭祀逝者、悼念先人，
寄托哀思。

小长假首府部分景区遇冷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马丽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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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游客在南湖湿地公园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