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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明，我们的节日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斌 李进 记者 孙艳
艳） 4月 3日，在洛川县翰德托育中心，指导老师
正在带领孩子们制作当地清明节的传统面花“罐
罐馍”。

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将一块块面团轻轻
揉捏，之后变成形态各异的造型，稍加装饰后，一
个具有洛川特色的“罐罐馍”就制作完成了。

翰德托育中心还结合清明习俗排练了情景
剧，带领孩子们编戴柳枝、打秋千、捏青团等，让孩
子们在亲身参与的同时了解清明节的由来，在玩
乐中将传统文化根植于心间。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充分
了解清明节的风俗，体验动手制作的乐趣，感受传
统文化之美。”洛川县翰德托育中心保教主任李秀
秀说。

师生齐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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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罐罐馍”

本报讯（通讯员 陈延鹏 记者 叶四青）时
值一年春草绿，又逢清明祭祀时。4月 1日，子长
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在市粮库门前发放树苗。发放
现场，市民群众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携带本人身
份证排队登记免费领取侧柏树苗。

近年来，子长市林业局积极开展“孝心工程”
活动，每年清明节前向市民免费发放树苗。这一
举措既巩固了生态建设成果，又有效减少了森林
火灾隐患，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好
评。

“林业局给群众免费发放柏树苗，一是为了文
明祭祀，同时也是为了咱们子长的环境更加美好，
我觉得很有意义。”子长市民韩高阳说。

子长市草原站副站长杨鹏飞表示，每年的清
明节前，该站都要开展“孝心工程”活动，向广大群
众免费发放树苗，以植树、植绿的方式文明祭祀，
目的就是要营造文明祭祀新风尚，引导广大群众
移风易俗、倡导新风。在绿化美化环境的同时，提
高广大群众爱绿、植绿、护绿意识，有效防控森林
草原火灾。

清明栽侧柏
文明又环保

大家谈文明祭扫

清明节前，如何祭扫成为热门话题。对此，民
政部专门部署相关工作，要求既要避免出现聚集
性疫情和规模性反弹，又要努力满足群众的祭扫
需求，确保健康祭扫、安全祭扫、文明祭扫。

疫情反复，防控之弦松不得，而清明祭扫又难
免有集中出行、人员聚集。眼下，一些地方已未雨
绸缪，或要求预约限流，或鼓励错时错峰，或推出
云祭扫等服务，为大家提供了更多选择。特殊情
况下，大家应多些理解，并切实予以配合。毕竟清
明祭扫，也是为了慎终追远，把健康、安全放在第
一位，是对自己负责，也与节日内涵相契合。

当然，特殊时期的举措，也让社会对文明祭扫
有了新的感悟。一直以来，焚香烧纸等习惯客观
存在安全隐患，城市十字路口的簇簇火光，不少观
者并不赞同，呼吁改变的声音始终存在。一些地
方为移风易俗，出台了不少办法，鲜花祭扫、网上
祭扫、植树祭奠、家庭追思等新风随之兴起。而疫
情之下，这些创新形式开始为更多人熟知、接纳。
种种新方式，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内核，是清明
祭扫“遇上”疫情防控的更优解，也是传统习俗与
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
明。”习惯的改变不是一时之功，关键要把握时机，
补足新方式的短板。各方行动起来，变被动为主
动，疫情之下移风易俗的创新之举，才会成为文明
祭扫的长远之风。于每个人而言，在又一个清明
节，领悟节日本意，合理安排祭扫活动，践行文明
祭扫潮流，也不失为别样收获。

（来源：中国文明网）

多为“文明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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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俊英）
近日，西延分公司延安管理所工
会开展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清
明节巧手捏花馍”文化大餐实践
活动。

活动现场，工会相关负责人
为大家普及蒸花馍的相关知识，
讲解花馍的历史传承、制作流程
等。花馍制作老师告诉大家，做
花馍不仅要有技术、有耐心，发面

也是关键，面要软硬适中，这样捏
出来的花馍形态各异，生动至极，
蒸出来也不易变形。

大家一边交流花馍的发展历
史和文化，一边将发酵好的面团
一遍一遍地揉、搓、擀、捏，再用剪
刀、木梳、筷子等工具将面团剪、
压、扎制后，就变成了一个个形态
各异、形象逼真生动的飞禽走兽、
花鸟鱼虫。花馍捏制成型后，再

用红枣、黑豆、红豆和花椒籽等制
作成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的眼睛、
嘴巴。蒸出来的花馍，点缀上红、
绿点后，更加栩栩如生。

通过开展此次创意文化大餐
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职工的业
余文化生活，唤醒了大家对民俗
文化的共同记忆，更促进了团队
凝聚力和认同感，有效实现了传
统文化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民俗技艺“花”样绽放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
员 任欢欢 李振华） 清明节前，
宝塔区凤凰山街道文化沟社区与
宝塔区森林防火保障服务中心在
社区开展主题为“祭祀鲜花多文
明，杜绝山火保森林”的宣传活
动，提升居民群众的文明祭祀、森
林防火意识。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
放森林防火宣传彩页，耐心细致地
向社区居民介绍森林防火的“十不
准”，讲解了安全用火的基本知识
和林区火灾自救方法，还向大家赠
送了印有火警电话的围裙、纸杯、
盆子等小礼物。

此次宣传活动中，社区网格

员、志愿者们还通过微信群、小
区宣传栏等平台和载体，以发放
倡议书、张贴公益广告等形式，
引导居民从思想上改变传统的
祭祀观念，自觉摒弃焚烧纸钱、
燃放鞭炮等不文明祭扫方式，采
取家庭追思、撰写缅怀文章、制
作思念卡、网上祭祀等低碳祭扫
方式寄托哀思。

“以前清明节，大家都是上山
烧纸祭祀，这样做特别容易引发火
灾。现在都提倡以鲜花、植树的形
式纪念亲人，既表达了对亲人的思
念，还能美化环境，造福后代子孙，
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值得广泛推
广。”市民刘丽说。

祭祀鲜花多文明
杜绝山火保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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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彦 通讯员 李青
梅） 4月 3日，安塞区举办了“弘扬传统
文化，传承民间习俗”巧手捏面花活动，
来自全区妇女手工艺品协会的 30多名
妇女在活动中大显身手、大展才艺，用面
花展示新时代美好生活。

活动现场，这些巧手婆姨女子们
将发酵好的面团用梳子、勺子、剪刀等
简单、常用的工具，采用切、扎、捏、揉、
搓、捻、摁等手法，加上红豆、黑豆、红
枣、绿豆等点睛点缀，不一会儿一个个
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动物、植物、人
物面花就像变戏法一样展现在了大家
的面前。

“一捏一揉，一划一刻，一点一按……
制作面花也需要开动脑筋，创新花样，做
出来的面花尤其要有精气神儿才惹人
爱。”王巧巧的手和她的名字一样巧上加
巧，只见她十指上下翻覆，面团在她轻松
自在的揉捏按压之间，就变成了一只活
灵活现的小兔子。

在欢声笑语中，不一会儿工夫，几大
盘形态各异、造型鲜活的面花就捏好
了。放在蒸锅上蒸约 15~20分钟，大家
再给刚出锅稍微“膨胀”的面花染上各种
漂亮颜色，一个个憨态可掬、栩栩如生的
面花就做好了。

“这个做得太巧了，把兔子做得像要
跑起来一样！”“这只蝴蝶才是振翅高飞
的样子。”“看她俩做的双头虎多可爱，谁
吃了肯定一整年都吉祥平安。”……大家
看着做好的面花纷纷品评，拿出手机拍
照留念。

“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妈妈就会捏面
花蒸熟晒干了给我们当零食。现在生活
好了，娃娃们不愁没有零食吃，捏面花倒

成了稀罕活动。”第一次捏面花的刘瑛
说，她今天来参加活动主要是学习，学会
了回去带着娃娃们一起玩儿，一起感受
传统清明节文化。

“面花”是一种面食艺术。在陕北习
俗中，除了清明时节外，孩子百日宴、青

年男女结婚、重要祭祀时刻等，也常会捏
面花。制作好的面花常常会被赠送晚辈
小孩，也会作为家庭节日装饰品供人欣
赏。小小的面花蕴含着陕北人婚、丧、
生、寿等民间礼俗，浓缩了农耕文化的记
忆。

“我们举办这次捏面花活动，主要是
为了加强清明节面花传统技艺交流，让
更多年轻人了解学习民间习俗，熟悉捏
面花的制作方法和技巧，更好地传承弘
扬传统文化。”安塞区文化文物馆负责人
王塞红说。

巧手捏面花巧手捏面花 捏出好生活捏出好生活

风落梨花满地，又是一年清明。

清明节至，扫墓祭祀，怀念故亲，献花洒酒，略尽孝心。逝者如斯，生

者当惜，收敛哀思，享受春时。我市各部门加强政策宣传，大力推广栽植

绿柏、敬献鲜花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同时引导群众将追思缅怀逝者与

弘扬优良家教家风、开展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丰富清明文

化内涵，倡树文明新风。

编者按

又是一年清明时又是一年清明时

● 大展才艺捏面花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小龙 记者 叶四
青） 3月 31日，子长市安定镇安定社区组织
社区干部、驻村工作队成员、社区志愿者、物
业办人员、移民搬迁群众等共同开展“巧手捏
面花，共话邻里情”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大家围坐在移民搬迁党员活
动室内，聆听社区负责人向在场人员讲述清
明节捏面花的由来，让大家深刻体会清明节
的深厚意蕴及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伴随着
一声“开始”，大家相互配合，有的和面、揉面、
搓条，有的认真制作造型，有的仔细摆盘……
在一双双巧手的揉搓中、梳子的按压下、剪刀
的修饰间、黑米和红绿食品染色剂的点缀下，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动物面花造型就呈现在大
家眼前。

除了动物、花草造型外，大家还制作了极
具特色的“子推馍”，现场其乐融融。在捏面
花的过程中，大家一边相互交流着捏面花的
技艺，一边谈笑诉说着入住小区后的种种生
活感触。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者还将面花
送到了部分生活困难的群众手中。

“清明节家家户户‘捏燕燕’是咱们的传
统。今天和大家一起捏面花
非常有趣，时间不知不
觉就过去了。我感
觉，我们的移民
搬迁小区就
像一个大家
庭。”说起参
加这次活
动 的 意
义，移民搬
迁户李治平
难掩心中的
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