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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4 日电 （记者
史竞男）由中国外文局“第三只眼看中
国”团队编写、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一
个都不能少：老外眼中的中国扶贫》日
前在京发布。该书紧扣时代主题，以外
国人视角讲述中国的扶贫故事。

日前在京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中
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表示，中国取得
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为国际减贫事
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很多国家希望了解
中国脱贫经验。中国外文局组建了“第
三只眼看中国”扶贫专题报道团队，记
录外籍主持人深入中国各地基层的体
验过程，讲述中国各领域改革发展、各
城市百姓生活的故事。最初以短视频
形式推出，该书出版丰富了“第三只眼
看中国”项目的产品形态。

新世界出版社社长李春凯透露，书
中的外籍人士深入新疆、西藏、广西、贵

州、云南等地，以独特视角观察中国因
地制宜、精准扶贫的行动与成果，并讲
述了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感人故事。

“这些真实生动的故事，展示了中
国脱贫成果，也展示了中国人追求幸福
生活的奋斗精神。”2019年“中国政府
友谊奖”获得者、秘鲁籍专家彭瑞分享
了她眼中的扶贫故事。她在书中以

“‘天梯上的村庄’走出特色脱贫路”为
题，介绍了四川省古路村打破传统思
维，走出一条农业产业和生态旅游融合
发展的脱贫之路。

“第三只眼看中国”是中国外文局
2018年创办的多语种短视频项目，旨
在通过记录外籍主持人深入基层体验、
探访的过程，讲述当下中国各领域改革
与发展、各城市百姓生活的故事，帮助
全球移动互联网受众了解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

外国人讲述中国扶贫故事：
《一个都不能少：老外眼中的中国扶贫》

在京发布

新华社天津4月 4日电 （记者
周润健）4月 4日 21时 35分，迎来二
十四节气中的“清明”。天文科普专
家指出，21世纪 100年中的所有“清
明”不是在4月4日就是在4月5日，
其中，出现在4日的共有69次，出现
在5日的共有31次。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历法的
独特创造，它是中国民间传统节令，
也是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的计算方
法。几千年来，对中国农牧业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二十四
节气的划分，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中
国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
的 二 十 四 节 气 是 把 一 个 回 归 年
（365.2422 天）的 日 数 等 分 成 24
份。自清代开始，定以春分点为 0
度，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 15度定为
一个节气。每月会有两个节气，其
中，月首叫“节气”，月中叫“中气”。
上半年的节气发生在阳历每月的 6
日或 21日左右，下半年的节气发生
在阳历每月的 8日或 23 日左右，上
下相差不了一两天。以“清明”为
例，它的日期在阳历每年的 4 月 4
日、5日和6日这三天之间变化。

20世纪 100年的统计显示，“清
明”出现在 4月 4日共有 7次，4月 5
日共有 79 次，4 月 6 日共有 14 次。
21 世纪 100 年的统计显示，“清明”
只有 4月 4日和 4月 5日这两天，没
有 4月 6日。其中，“清明”出现在 4
月4日共有69次，出现在4月5日共
有 31 次。综合这 200 年的情况来
看，4月 5日“清明”是出现最多的，
因此我国民间有“四五清明”的说
法。

“在二十四节气中，既是节气又
是节日的只有‘清明’。不论哪一天

‘清明’都是正常的历法现象。在这
一天前后，人们祭祖、扫墓、踏青、郊
游，在祭奠和悼念逝去亲人的同时，
尽情享受一派明媚的旖旎春光。”赵
之珩说。

21世纪所有“清明”
不在4月4日就在4月5日，

前者69次后者31次

新华社北京4月 4日电 （记者
高蕾）今日清明，民政部发布消息，据
统计，4月4日全国各地开放现场祭扫
服务的殡葬服务机构33062个，开通
网络祭扫平台1308个，参与服务保障
的工作人员约47万余人。当天接待
现场祭扫群众约3527万人次，疏导车
辆约644万台次，登录网络祭扫的群
众约378万人次，比第一天分别增加
了82.5％、96.9％和104.3％。

明天是清明节假期的最后一
天，预计各地仍有不少群众出行祭
扫。民政部提醒广大公众，外出祭
扫时要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安
全出行，文明祭扫。

清明假期第二天
各地接待现场祭扫群众

3000余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 4月 4日电 （记者
黄玥）记者4日从共青团中央了解到，
清明期间，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
合退役军人事务部动员各地少先队员
到全国登记在册的 5000多处烈士纪
念设施开展祭扫纪念活动，安排青年
讲师团、红领巾讲师团成员为少先队
员讲述英雄烈士故事，引导广大少先
队员在缅怀追思、崇敬英烈中接受生
动的党史学习教育。

各地少先队组织带领少先队员到
就近的烈士纪念设施祭扫献花、开展
主题队日活动，通过仪式熏陶、沉浸式
情景、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少先队员厚
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少先队员
高举队旗列队行进，以少先队的名义
为人民英雄站岗守护，向革命先烈表
达崇敬和怀念。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聆听王
佐烈士后代讲述革命故事、用心擦拭
烈士雕像……少先队员们在庄严的仪
式中，立志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
好队员。

在赵一曼纪念馆，少先队员与革
命烈士后人一起向雕像献上鲜花，敬
礼致敬。少先队员从赵一曼绝笔家
书的字里行间，学习感悟赵一曼烈士
英勇无畏的革命斗志和坚定执着的
崇高信仰。

在河南兰考县，少先队主题队日
活动在焦裕禄烈士墓前举行，少先队
员鞠躬哀思、齐唱队歌，朗诵诗歌《永
远的丰碑》，学习人民公仆焦裕禄的
生平事迹，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

在西南联大旧址，少先队员来到
“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前默哀致敬，
重温入队誓词，现场聆听红领巾讲师
团讲述的党史故事，铭记英雄先烈的
不朽功绩。

据了解，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同时
通过网络开展“清明祭英烈”网上主题
活动，活动总阅读量超过13亿，广大青
少年纷纷在线为英烈献花。

全国少先队员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新华社记者 冯源

纵使云淡风轻，中国人心中的清
明节也永远有着一片烟雨，一缕思
念。这是一个思念的日子。

思念的对象多种多样，而清明节
的思念是生者对逝者的思念。我们思
念逝去的亲人，怀想作古的友人，缅怀
英烈，致敬先贤。每一次这样的思念，
都是对已经逝去的生命的价值重估，
都是一场感受生命的现场课堂。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修养，提倡
奋斗精神，老百姓讲过日子要先苦后
甜，其本质都是出于对生命价值的正确
理解。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正确理解

生命的价值，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有助
于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有助于形成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的生命总
有穷期，但其中蕴含的精神财富则能经
久不衰。在清明节，父母会带领子女拜
祭祖先墓地，弘扬清正家风；学校会组
织学生祭扫烈士陵园，重温革命传统；
社会各界会去拜谒黄帝陵、孔林、中山
陵等重要陵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
都是以前人为榜样的生命教育课。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
同异、明是非也”，我们反对繁文缛节，
但是同样要向先人致敬；我们提倡厚
养薄葬，推动各种生态葬式，但是也要
为捐献遗体的“大体老师”们设立纪念

碑。这是因为，有了“慎终追远”的仪
式感，才会有“民德归厚”的教化效果。

“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
们！”这是一位浙江烈士就义前的绝
笔，中国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正是一
代代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所取得
的。思念是人类的重要情感，思念前
人是为了今人更好奋进。人生命的最
大价值在于精神，我们对前人的最大
怀念，除了永志不忘，就是对英烈先贤
的精神传承。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清明思念，让我们感受生命

□新华社记者 李斌 乌梦达
邰思聪

清明节，人们缅怀先烈。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个清明节意
义尤为特殊。从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
华胡同的故居到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
人们缅怀一位只活了38岁，却永远活
在人们心中的青年——中国共产党主
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时光荏苒。当记者“穿越”回 100
多年前，一一梳理李大钊同志的梦想、
愿望后发现，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的先驱“为之奋斗的理想”正一一变成
现实。

理想一：“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
北京市西城区新文化街北侧宁静

的文华胡同里，有一处不太为人所知的
李大钊故居。如今，故居正在修缮，即
将迎来更多人的探访和追思。

李大钊纪念馆管理处主任刘洋说：
“在小院居住期间，是李大钊文章的高
产期，基本上每9天就写出一篇文章。”

1921年 3月，李大钊用笔名在《曙
光》月刊刊文，公开呼吁“C派的朋友若
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他还呼
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

“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

1921年7月，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
历史事件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

就在距李大钊故居3公里左右的国
家博物馆内，两件和李大钊相关的文物
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李大钊遗作《狱
中自述》，一个是绞杀李大钊等烈士的
绞刑架。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的李大钊，生命在38岁时画上句号。

百年间，风云变幻，但李大钊等先
驱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经考验仍然风
华正茂，如今已是拥有9100多万名党
员、40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这个
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更加严密、更加
有力。

理想二：“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
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达到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主、保
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
的”……历经屈辱的年代，李大钊在《狱
中自述》中发出了生前的最后呐喊。

100年后的今天，亿万人民早就当

家做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
列制度安排，行使主人翁的权利。人民
利益得到保障——建成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
亿人……

而中国“国家产业”的发展程度，
让世界刮目相看——国内生产总值突
破100万亿元；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
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1年
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营运总里程、高
速公路里程、5G终端连接数均居世界
第一……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
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正如他所憧憬的那样，百年后的今天，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得到历史性的解决，脱贫攻坚成果举世
瞩目。

文明古国，生机勃勃，焕发青春活
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领航新的征
程。

理想三：“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
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
将来”

万安公墓中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内，
李大钊的汉白玉雕像巍巍伫立。清明
节假期首日，不少人自发前来祭奠，雕
像前铺满了群众敬献的鲜花。

北京市民刘勇带着儿子特意前来
参观祭扫，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理解
先辈们的理想和期望。“让孩子铭记他
的功绩，他是带给我们如今美好生活的
先驱之一。”刘勇说。

今年60多岁的李先生在雕像面前
伫立，献上鲜花，拿出随身携带的音箱，
播放着歌曲《我的祖国》。“在音乐中，我
能感受到李大钊带给我们的力量。”

历经百年探索，如今，这位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播散的种子，早已在中华大地生根、开
花、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就在20多天前，“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公布，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开启。
到2035年末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
将大幅跃升……一幅“黄金时代”的图
景，展现在世人面前。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盛世如你所愿”
——清明之际的追思和告慰

4 月 4 日，参加祭扫活动的学生在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献花。当日是清明节，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清明祭英烈
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清明祭英烈

茅山会船 百舸争流

4 月 4 日，参加茅山会船的选手们奋力向前（无人机照片）。当日是清明
节，江苏省兴化市举行茅山会船盛会，参加会船的船只和会船选手云集茅山
西大河。茅山会船始于南宋，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闵尊涛 郑明鸿
崔力

手捧一束鲜花、追忆一个名字、讲
述一段故事……清明时节，全国各地
以不同的方式致敬英烈。最深的悼念
是铭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最高的致
敬是奋进。如今，我们能够告慰先烈
的是，山河无恙，今日盛世如你所愿，
明日中国定更加精彩。

你血染的土地 盛开幸福的杜鹃
江西省于都县新陂乡觉村九龙

山，漫山遍野的苍绿中，几抹红色是杜
鹃花盛开的样子，一如你们离去时的
样子。

清明时节，觉村的村民这样念叨，
今年杜鹃花又红了，满山开遍是幸福
的样子。

觉村，原名“葛村”，这个名字是村
民革命热情的见证。1934年，为了组
建一支加强连，当时只有几百人的葛
村，一天之内就有 70余人应征入伍。
感叹于葛村人民高涨的革命觉悟，苏
区政府特意将“葛村”改名为觉村，并
一直沿用至今。

在觉村红军烈士纪念碑前，47名
小学生整齐列队，依次上前献花，纪念
牺牲的红军烈士。

康灶女，18岁，1931年参加革命，
1934年牺牲；汤连发，16岁，1932年参
加革命，1934年牺牲……纪念碑底座
上镌刻的是一行行烈士名字，书写的
是一段段英雄史诗。

站在铭刻着51名烈士名字的纪念
碑前，六年级学生汤诗清记得爷爷汤
万华给她指过的一个名字——汤升
昌，那是一名可敬的烈士，也是自己的
家人。

“为了无数劳苦百姓过上好日子，
他一心跟着共产党。”老党员汤万华深
知二伯当初的决定。

当年只有240万人口的赣南有33
万人参加红军，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
就有3名赣南籍战士倒下，江西有名有
姓的烈士达25.3万余人。

如今，在烈士用鲜血染就的这片
红土地上，他们的革命故事代代传颂，
他们的革命理想正在加快实现。

2020年，革命老区江西25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基本摆脱区域性整体贫
困，与全国共同迈入小康。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
垂不朽

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鲁班镇，红
军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146名烈士长
眠于此。他们是在鲁班场战斗中牺牲
的红军烈士，除一名红军烈士外，其余
145人的名字都消散在炮火声中。

清明节前，前来追思先烈的市民
络绎不绝，红军烈士公墓前摆满了黄
白相间的鲜花。

1935年 3月13日，红军第二次进
入仁怀境内，准备三渡赤水，鲁班场是
必经之路。3月 15日，鲁班场战斗打
响。这场战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确
保了三渡赤水的胜利。

1953年，仁怀县委、县政府拨款修

建了鲁班红军烈士公墓，集中安葬牺
牲在仁怀境内的红军烈士。

1971年秋天，抗战老兵刘福昌来
到陵园，自愿请命守陵，一守就是 45
年。直至2018年去世，他用坏了1000
多把扫帚，栽下的 2000多株雪松等，
已是根深叶茂。

为什么坚守陵园？生前，刘福昌
这样说：“我亲眼看见发生在鲁班场的
血战，红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人民当
家作主的幸福。我为自己崇拜的人守
灵，心甘情愿。”

第二代守陵人郭德刚，也是一名
退伍老兵，70岁的他已守陵21年。“我
爷爷曾目睹红军血战鲁班场，他生前
多次告诉我，要永远对这些红军先烈
怀有一份崇敬。”郭德刚说。

为烈士守护就是传承革命精神，
铭记英烈就是牢记我们的来处。这是
守陵人最朴素的想法。

你们的名字消散在炮火硝烟中，
我们就是你的亲人。

你立志“改造中国”的故事，有了
新的注脚

红军烈士李振彪墓前，青松翠柏
环绕，气氛肃穆。清明时节，70多名畲
汉群众来到纪念碑前祭扫英烈，一幕
幕激昂的斗争场景在眼前浮现：

78年前，李振彪长眠于浙江省景
宁畲族自治县九龙乡王湾村。畲族乡
亲不会忘记，左手受过伤，20岁不到的
他装扮成裁缝师傅，一边为群众缝制
衣服，一边与群众拉家常，逐步开展艰
苦的新区党建工作。

1935年，时年15岁的李振彪加入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二纵队，参加浙
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斗争。1938
年，部队北上，李振彪留驻浙南坚持开
展游击斗争。

有网友祭奠李振彪，这样写道：
“青春立志改旌容，革命投身赴九龙。”
“青景山河一片红。”

三年时间，他和战友将浙西南革
命根据地游击区由小变大，革命星火
燃遍整个浙西南。

追忆当年李振彪和战友打通交通
线，形成在根据地“壮丁抽不去，捐税
收不走”，地主被迫实行“二五”减租的
局面。九龙乡人武部副部长叶连根
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经过浙江江
山华家村时，李振彪坚决要求参加红
军，追随共产党闹革命，改变家乡的面
貌。正是这些先辈前仆后继，舍身报
国，才有我们新中国的今天，才有我们
的今天。”

“英烈虽远去，但他们的名字早已
印刻在我们心中，每年清明，我们都会
来此祭扫。”九龙乡村民沈晓清动情地
说。

2015年，作为全国唯一的畲族自
治县，景宁摘掉了“欠发达”帽子，努力
迈向“绿富美”。如今，浙江景宁的县
域综合实力在全国120个民族自治县
中位居前列。

这盛世，如英烈所愿。有理由期
待，一幅幅乡村蝶变的画卷在中华大
地徐徐铺展。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梨花风起正清明 家祭无忘告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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