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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白乘仲 文／图

3 月 28 日，宾川县高平一中的师
生们开展了一堂意义非凡的“行走的
思政课”，通过到宾川县烈士陵园开展
实地祭扫活动，让思政教育走出课堂，
走进学生的心灵，缅怀革命先烈，传承
红色基因。

当日，高平一中740多名学生身着
校服，手持鲜花，神情庄重地来到宾川
县烈士陵园。一进入陵园，肃穆庄严
的氛围便扑面而来，高大的烈士纪念
碑矗立在陵园中央，碑身刻着“革命烈
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在阳光的照耀
下熠熠生辉。师生们在纪念碑前整齐
列队，举行了庄严的祭扫仪式。

仪式开始，全体师生庄严肃立，向
革命先烈默哀。在低沉的哀乐声中，
同学们纷纷低下头，表达对先烈们的
沉痛悼念。随后，学生代表向烈士纪
念碑敬献了花篮，花篮上的缎带随风
飘动，寄托着同学们对先烈的无限哀
思和崇高敬意。

高二年级学生王凯锋说：“我看到
这些烈士墓的时候，感觉他们真的是
替我们承担了一切，才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这么好。我认为这样的活动很有
意义，从他们的精神中，我们汲取了学
习奋进的力量。今后，我要更加努力
让我们的生活和国家变得更好。”

“我的爸爸是一名武警，他在怒江
牺牲了。他是我的榜样，我要努力学
习，以后成为像他一样的人。”作为烈
士的后代，高二年级学生梁守桓深情
表达了自己想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

的强烈愿望，话语真挚，令人动容。
宾川县高平一中德育副校长张帝

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深入开展爱国
主义和传统革命教育，让学生铭记革
命先烈的不朽功勋，让他们珍惜当下
良好、优越的生活环境，锻炼学生的意

志品质。”
“行走的思政课”是学校通过将思

政课堂搬到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
地，让学生们在实地体验中感受历史、
触摸信仰，从而增强思政教育的实效
性和感染力。此次高平一中师生在烈

士陵园的祭扫活动，不仅是对革命先
烈的缅怀，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
教育课。它让思政教育真正“活”了起
来，让红色基因在学生们的心中生根
发芽，激励着新一代的青年学子在新
时代进程中奋勇前行。

宾川县高平一中：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清明节来临之际，我州各地广泛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深切缅怀
革命先烈——

弘扬英烈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宾川县高平一中学生依次敬献鲜花。（摄于3月28日）

本报讯（通讯员 张晓东 文／图）
3 月 27 日，清明来临之际，弥渡县
寅街镇第二完全小学组织全体师
生到熊晴烈士墓前开展祭扫活动，
缅 怀 为 国 家 和 人 民 英 勇 献 身 的
烈士。

熊晴，1957 年出生于弥渡县寅街
镇大庄村委会阿克营村，1976 年 3
月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14军42师126团的一名战士。1978年
7 月 14 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被提升为一连二排排长。1981 年 5
月 7 日凌晨，熊晴率领全排在云南
扣林山 16 号高地反击战中，身先士

卒，终年 24 岁。
祭扫活动中，全体师生整齐列

队，向烈士敬献菊花，表达对烈士
的无尽哀思与崇高敬意。伴着低沉
的哀乐声，师生们集体默哀，深切
缅怀先烈。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
们庄严宣誓：“继承先烈遗志，弘扬
革命精神，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此次清明祭扫烈士墓活动，是
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不仅
是对先烈的缅怀，也让红色基因在
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弥渡县寅街镇第二完全小学开展祭扫烈士墓活动

◀ 弥渡县寅街镇第二完全小学学生向熊晴烈士墓敬献菊花，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红色基因，从英烈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摄于3月27日）

本报讯（通讯员 陈应国）“爹，我
和姐姐来看你了。”3 月 18 日，在四川
省攀枝花市盐边县烈士陵园，祥云籍
烈士杨绍基的儿子杨文昌哽咽着为
父亲上香、献花，当天他们还在盐边
县烈士纪念馆的烈士事迹陈列中找
到了父亲生前的照片。

这是祥云县开展异地祭扫活动
的一个感人场面。3 月 18 日至 21 日，

祥云县组织烈士亲属开展 2025 年清
明异地祭扫活动，祭奠安葬在异地
的 祥 云 籍 英 烈 ，寄 托 家 乡 亲 人 的
哀思。

清明节临近，祥云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广泛走访参战退役军人和烈
士亲属，准确了解服务对象清明期
间异地祭扫需求和意愿，组成祥云
县 2025 年清明异地祭扫活动祭扫

组，前往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和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宁蒗县、永胜
县祭扫英烈，寄托哀思悼忠魂。为
做好此次异地祭扫服务保障工作，
祥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前筹划、
统一安排，确保祭扫工作安全、有
序、文明。同时，还为不能到场的烈
士家属做好代祭扫服务，用心用情
为烈属提供优质服务，进一步增强

烈属的荣誉感和获得感，使尊崇烈
士、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氛围更加
浓厚。

祭扫期间，氛围庄重，祭扫组人
员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庄严肃穆
的烈士纪念碑前，肃穆列队，敬献花
圈，深切默哀，行鞠躬礼，向革命先
烈们献花，瞻仰烈士纪念碑，表达对
他们的深切哀思。

祥云县开展清明异地祭扫活动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在乡村发展进程中，物质生活提
升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亦至关重
要。弥渡县寅街镇东风村委会啟官
营村推行“土八碗”办客习俗，以质朴
的饮食文化为切口，助推乡村移风易
俗，在延续文化传承的同时，唤醒村
民文化认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
神动力。

“土八碗”是文化延续的载体。“土
八碗”作为啟官营村推进移风易俗以
来的传统习俗，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和历史记忆，它不仅是村民日常生
活中的一部分，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
的纽带。这种宴席既体现了对传统的
尊重，也适应了现代社会对健康、节俭
的追求。这种习俗的延续，使得乡村
文化得以延续传承，成为乡村精神风
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八碗”是文化认同的基石。
“土八碗”的内涵不仅在于其形式上
的坚持，更在于它所蕴含的价值观念
和文化认同。在啟官营村，村民们通
过共同遵循这一习俗，形成了强烈的
社区凝聚力、文化认同和归属感。无
论是丧事还是婚嫁，大家都能自觉遵
守“喜事新办、丧事从俭、厚养薄葬”
的原则，不仅减轻了主人家的经济负
担，也促进了邻里关系和谐。这种文
化认同感是乡村振兴和社会风气转
变的重要基础。

“土八碗”是价值重构的体现。在
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土八碗”成为了

价值重构的重要体现。过去，村里办
客事往往存在攀比心理，导致不必要
的浪费和负担。如今，通过制定村规
民约和推行“土八碗”办客习俗，村民
们逐渐摒弃了盲目攀比和铺张浪费的
陋习，转而追求健康、节俭的生活方
式。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不仅提升
了村民的生活质量，也为乡村文明的
整体提升奠定了基础。

“土八碗”是文明重塑的力量。
“土八碗”在文明重塑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它不仅是乡村文明的具体表
现，也是推动社会风气转变的重要力
量。通过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和红
白理事会的参与，村民们逐渐形成了
自觉遵守村规民约的良好习惯。这
种文明新风深入人心，不仅改变了乡
村的精神风貌，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动力。

“土八碗”在移风易俗中展现出了
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它不仅是文
化延续的载体、文化认同的基石，也是
价值重构的体现和文明重塑的力量。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继续发挥“土
八碗”等传统习俗的积极作用，推动乡
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实现乡村振
兴和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3月31日，苍山联合巡护组在苍山重点片区开展“无火清明”带装巡护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清明节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漾濞县委宣传部、漾濞县苍山分

局、漾濞县环食药侦大队、漾江镇等部门联合开展“无火清明”带装巡护工作。对苍山
重点区域，扫墓集中区域等开展联合带装巡护，并对林区住户开展入户宣传。连日
来，共出动宣传车10余辆次、人员50余人，发放宣传材料100多份，悬挂标语9条。

［通讯员 李惠赟 施取银 陈斌 摄影报道］

“土八碗”乡村办客新风好！
□ 马翠萍

本报讯（通讯员 严培君） 日前，
云南省气象局科技与预报处组织有关
专家对 61 个云南省基层台站气象科技
创新与能力提升计划项目进行验收，其
中，由巍山县气象局承担的“基层防雷
安全重点监管单位信息查询提醒系统”
气象科研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验收专家组通过审阅项目组提交
的技术报告和工作报告等材料，听取汇
报并进行质询和讨论，一致认为，项目

组完成了“基层防雷安全重点监管单位
信息查询提醒系统”软件开发，获取软
件著作权 1 项，撰写论文 1 篇，并入选
2024云南省气象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项目软件在大理州县级气象部门推广
应用，解决了基层气象部门在开展防雷
安全重点监管单位检查执法和隐患排
查工作中督促整改落实不及时、监督提
醒不到位的问题。验收专家组一致同
意验收通过。

巍山县气象局承担的
省级气象科研项目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