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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明节特 刊

宝丰通讯

清明，不仅仅是日历上一个静止的节气符号，它是鲜活灵

动的动词，在岁月的长河中跳跃、延展，勾勒出一幅幅饱含深

情与敬畏的生活图景。

清明，是“踏青”。当清明的微风拂过，大地如同被一只

温柔的手轻轻唤醒。人们纷纷迈出家门，脚步轻快地迈向

郊外。那漫山遍野的嫩绿，是大自然在清明时节精心铺展

的绒毯。桃花灼灼，似少女羞涩的脸庞，在枝头浅笑；油菜

花金黄灿烂，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拂过，涌起层层

花浪。孩子们在草地上嬉笑奔跑，手中的风筝在蓝天白

云间翱翔，那高飞的风筝，仿佛带着他们对春天最纯真

的向往。老人们则悠闲地坐在树下，看着儿孙们玩耍，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踏青，是人们与自然的一次亲

密拥抱，在这生机勃勃的季节里，感受生命的律动，汲取

大自然赋予的力量。在踏青的脚步中，我们触摸到春

天的脉搏，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清明，是“祭扫”。怀着一颗虔诚而庄重的心，人们

走向那片宁静的墓地。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摆上几样

祭品。那鲜艳的花朵，象征着对逝者的敬爱与思念；

那冒着热气的祭品，承载着生者的关怀与牵挂。人们

轻轻擦拭墓碑，拂去岁月的尘埃，仿佛要将与逝者共

度的时光重新擦亮。在墓前，或静静伫立，默默倾诉

着生活中的点滴；或虔诚鞠躬，寄托着深深的哀思。

祭扫，是生者与逝者跨越时空的对话，是对亲情的坚

守与延续。那袅袅升起的香烟，带着人们的思念飘向

远方，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感受到亲人的牵挂。

在祭扫的过程中，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珍贵，也学会了

珍惜眼前人。

清明，是“缅怀”。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不

仅缅怀逝去的亲人，更缅怀那些为国家、为民族英勇

献身的英雄烈士。翻开历史的画卷，无数英雄的事迹

如繁星般闪耀。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

血，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赞歌。我们走进烈士

陵园，那一座座庄严的墓碑，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英

勇与无畏。献上花篮，默哀致敬，我们在心中铭记他

们的奉献。缅怀英雄，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是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他们的精神，如同一盏盏明

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缅怀的思绪中，

我们汲取着精神的力量，坚定着前行的信念。

清明，还是“传承”。长辈们在清明时节，将家族

的故事、先辈的教诲娓娓道来。那些关于勤劳、善

良、坚韧的品质，随着话语传递给下一代。孩子们睁

着好奇的眼睛，认真聆听，心中种下了家族精神的种

子。家族的传统习俗，如制作清明粿、插柳等，也在

这一天被精心演绎。在制作清明粿的过程中，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将糯米粉与鲜嫩的艾草混合，揉搓、包

馅、蒸熟，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温馨。插柳时，孩子们

亲手将柳枝插入土中，感受着生命的延续。传承，让

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让民族的文化得以弘扬。在传

承的行动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根，明白了自己的责任

与使命。

清明，这一动词，串起了自然与人文，连接了过去与

未来。它让我们在感受春天美好的同时，铭记生命的意

义；在缅怀逝者的过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在传承文化

的行动中，延续民族的血脉。每一次清明的践行，都是一

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带着对生活的热爱、

对先辈的敬意、对未来的憧憬，坚定

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清明是个动词
□ 聂溪

提起清明，不禁想到唐朝诗人杜牧

的名作：“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一种酸甜与冷暖、伤感与喜乐交织

的复杂情怀涌上心头。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

然。清明是缅怀追思的时节，我们怀着

千丝万缕的思念，走近先烈，触摸历史

的脉动，仿佛听到了黄洋界上的炮声隆

隆，血染湘江的搏杀呐喊，驱逐日寇的

战马嘶鸣，进军江南的激昂号角，抗美

援朝的战鼓声声。青山不老，绿水无

忧，是革命先烈用炽热的鲜血和生命

换来了祖国的安宁太平，是革命的先

贤用青春和岁月谱写了中华民族的美

好幸福、昌盛与繁荣。

牧童遥指杏花村，呈现的是又一

番亮丽色彩。春风和畅，万物萌动，草长

莺飞，万紫千红，清明又是一个踏青的好

时节，古人云：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

和煦的春风摇落了一树花雨，抹去了人们

心中缅怀的伤痛，带来的是暖暖的春意、满

满的幸福。吹面不寒杨柳风，春天是绽放

在人们脸上的花絮，每个人的心中充满了

无限的惬意和美好。踏青的人流络绎不

绝，远远望去，宛若点点花朵，涌动在洒满

金黄的菜花田边；流动在斗折蛇行、曲径通

幽的小溪深处，攒动在云霞般的花海丛中。

一年清明一年春，一朵黄花一分情。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既有缅怀先烈

先祖的伤感，也有同家人踏青出游的美好

情怀。这种情感交织于民族习俗文化，

传承千载，生生不息而历久弥新，不仅仅

是华夏民族慎终追远的纯厚道

德风尚，更是强大的民族

自信和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与向往。

清明感怀
◎ 刘淼

清明吟
○ 李剑友

诗友闲游到远郊，
孤坟墓冢纸幡飘。
香烟袅袅寄哀痛，
美酒滴滴慰苦劳。
孝子椿萱声哑唤，
贤孙先祖叹啛嚎。
泣哭欲血感江岳，
悲动苍天泪雨抛。

清明抒怀
○ 何玉浩

踏青多暮田，
清明祭纷然。
灰作白飞蝶，
泪血如红娟。
人世终归穴，
驾鹤落西山。
生应当人杰，
死亦美名传。

梦祭清明
○ 姚庆河

家父夜归来，
何知在梦台。
品茶清肺腑，
沐浴洗尘埃。
阴隔如心断，
丝连遂意裁。
焚香恩情递，
郁结散云开。

清明祭
○ 李红

魂牵梦绕的山岚
触手可及的近树

半截相思，一袭念想
在一抷黄土里抵达

沉默凝固了所有的语言
只有风的呼吸清晰可闻

我们又一次就这么近距离地
彼此打量，彼此相认
彼此靠近，彼此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