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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孙嘉怿青年工作室“我为烈士
来寻亲”团队携手宁波工程学院青马班
成员一同前往大榭烈士陵园。

上午9时许，众人抵达陵园，全体成
员整齐列队并手持花束。国旗护卫队队
员于纪念碑下敬献花篮，全体成员向纪
念碑三鞠躬，并伫立默哀。

仪式结束后，同学们分散立于烈士
墓碑前，为烈士献上手中的鲜花，并蹲于
碑前为墓碑拭去尘土、清除杂物。

随后，孙嘉怿讲述了大榭岛上的红
色印记，大家认真聆听了烈士二十二军

洛阳营营长林茂成带领营队浴血奋战、
解放舟山，最终长眠于山清水秀的芦江
河畔的英雄事迹。

当天下午，青年志愿者们又前往柴
桥革命烈士墓，以视频直播的方式，代替
身在异地的烈士家属江女士一家，为牺
牲在宁波的烈士江鲁祭扫。

在连线过程中，志愿者们向江女士转
述了前来祭扫的情况和对烈士的深深敬
意，并请她放心，烈士的遗志青年一代必
将传承。江女士在视频那端不断感谢着
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前往代祭扫的心意。

据了解，烈士陵园里的有些墓碑虽
然标注了详细的烈士信息，但由于牺牲
烈士众多并且牺牲年代久远，许多烈士
至今都未曾寻见“根”，帮烈士寻亲之路
更是任重而道远。

回程途中，烈士家属向孙嘉怿打来
电话，表示在看了祭扫的视频记录后，整
个家族都深受感动，为老一辈的牺牲奉
献至今仍有人铭记而感到十分欣慰，并
对大家的祭扫表达感谢。

2日，孙嘉怿又带领团队来到了樟村
革命烈士陵园，为王心恒、陈启富两位牺

牲在宁波的客葬烈士祭扫，代表家属向
英烈敬献鲜花，少先队员们敬少先队礼，
退役军人敬军礼。

代祭扫仪式结束后，志愿者们来到
在四明山安葬的蓝碧轩等四名烈士墓碑
前，轮流为烈士墓碑描红，据了解，四名
烈士中有三名是无名烈士。

“山河埋忠骨，大地颂英雄”，此次清
明祭扫活动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更是
一次难得的精神洗礼，共有50余名青年
志愿者参加本次活动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王雨涵

“清明时节雨纷纷”

不知是不是唐代诗人杜牧那
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太过深入人
心，连阳光都只敢“限时发售”。

4月3日夜里，我市局部地区
有阵雨或雷雨；4月4日，受低涡
东移影响，我市有一次阵雨或雷
雨天气过程；4月5日到4月6日，
我市继续阴有小雨。

也许是觉得雨纷纷、雷隆隆，
还不够热闹，大风也赶来“插一
脚”。

4月3日夜里到4月4日，我
市沿海海面和杭州湾有8级-9级
大风，内陆地区也有6级-8级东
南大风。

风雨背后，有冷空气在“暗中
捣鬼”，降温在所难免，而且就在4
月5日清明当天。最低气温“先扬
后抑”，4月4日到4月5日有望飙
升至15℃-17℃，之后则将回落
至8℃-11℃；最高气温亦如此，4
月3日到4月4日有望升至22℃-
24℃，4 月 5 日起，就将回落至
18℃-20℃。

风雨中，体感的凉意越发浓
重，大家记得要适当添衣，尤其
是4月 5日清明当天，要赶早出
门扫墓的朋友，更要做好保暖
工作。

雷鸣、雨落、风啸……

清明“氛围感”已拉满

山河埋忠骨，大地颂英雄
“我为烈士来寻亲”团队
分赴宁波多处烈士陵园代祭扫

雷声阵阵、雨声纷纷、风声萧萧……清明将至，

“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氛围感”已直接拉到爆表。

一株上竟同时开出5朵花

“东风也作清明节，开遍来禽一树
花”，而眼下这一波东风，吹开的不是“来
禽一树花”，而是花期同样在清明前后的
大花无柱兰。

3月31日，在耐心等待一周后，市植
物研究专家林海伦终于在奉化区溪口镇
宁波丹霞地貌的一处岩壁上“约”到了大
花无柱兰。

“今年的花期与往年相持平。”林海
伦说。

大花无柱兰与宁波的“缘分”很深，它
的模式标本就采自宁波北仑区，同时它也
是浙江省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种类。

在宁波境内，大花无柱兰分布很广，
各区（县、市）均发现过它的身影。不过，
想要在野外“一睹芳容”却并非易事。

“因为它只生长在有少量覆土的岩
石表面。”总结多年野外行走和调查的经
验，林海伦说，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宁
波丹霞地貌是大花无柱兰的分布中心。

构成宁波丹霞地貌的岩石是砾岩，
表面粗糙，隔水性好。下雨时雨水沿砾
岩表面往下流，将上游泥土中的矿物质
和氮素留在岩壁上。可别小看岩壁上这
稀薄的一层泥土，它为地衣和苔藓的生
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苔藓又具有保湿
和储存营养物质的作用，为大花无柱兰
落地生根创造了理想的生存环境。

大花无柱兰的植株通常比较低矮，
地下有豆子大小的卵球形肉质块茎，地
上只有一片叶子，开花时高度一般不超
过10厘米，而且每棵植株通常只开一
朵花。

一般只有拥有粗大块茎的大花无柱
兰植株才会开花，偶尔也会遇到一棵植
株开2朵花的情况，至于一棵植株开3
朵花的现象已是十分罕见。“今年我居然
看到一棵粗壮的花茎上开出5朵花，其
中，下方的2朵花已经盛开，上方的3枚
花蕾相互挤在一起。”林海伦的语气中满
是兴奋。 记者 石承承

“三月清明乌笋香，家家争说
上坟忙”，上坟，是宁波人对清明扫
墓的说法。

宁波人重祭祀：每年清明，在
外的游子都要赶回家上坟祭祖；新
亡故者头三年，家人上坟至今遵循
旧俗，一定要在“正清明”，也就是
清明当天去；讲究的人家，还要先
做好“清明羹饭”，再带上青团、麻
糍、酒食等去上坟。

千年来，清明一直笼罩在杜牧
描绘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的悲恸中，殊不知“家家
争说上坟忙”的后续是“归来喜遇
高桥会，鼓阁龙灯五彩扬”。

因为，清明不仅是一个节，也
是一个节气。

作为节气的清明，反映的是自
然界物候的变化，正如《岁时百问》
中说的“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
净，故谓之清明”，也如《历书》中提
到的“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
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天清地明，到处是生机勃勃的
景象，顺其自然成为踏青的好时
节。张岱在《陶庵梦忆·日月湖》中
曾描述过清代初期宁波人清明踏
青的盛况：“清明日，二湖游船甚
盛，但桥小船不能大。城墙下趾稍
广，桃柳烂漫，游人席地坐，亦饮亦

歌，声存《西湖》一曲。”
过去，踏青途中的宁波人还有

“插柳”的习俗：妇女会“结杨柳球”
戴在发髻；小孩则会戴上杨柳编的
帽子；等清明过后，再把杨柳插到
河边或门外。这一习俗的形成，与
人们认为杨柳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即便是“无心插柳”，柳亦能“成荫”
有关：妇女戴了，红颜不老；孩子戴
了，健康成长。

踏青途中，人们还有放风筝的
习俗。

不同于现在的玩闹，据传，过
去人们认为放风筝可以带走灾病、
秽气，甚至会在风筝飞高时，故意
剪断风筝线，象征灾病、秽气都随
风而去。

作为节气的清明，还反映了农
事活动的变化。

清明一般在每年4月5日前后，
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雨
量增多，是春耕春种的好时节。

流传至今的“清明前后，点瓜
种豆”“清明时节，麦长三节”“清明
秧 子 谷 雨 花 ，立 下 苞 谷 顶 呱
呱”……描述的就是清明时节农忙
的景象。

对亡故者的思念固然重要，但
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或
许才是对亡故者最好的告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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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若仙子的大花无柱兰美若仙子的大花无柱兰，，花期刚好在花期刚好在
每年清明前后每年清明前后。。 林海伦林海伦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