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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雯婧

又是一年清明时。连日来，我市中小学纷纷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纪念活动，引导学生缅怀革命
先烈，赓续红色血脉，讲好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

松涛阵阵寄哀思，长风烈烈悼忠魂。昨天上
午，天津市崇化中学高一、高二年级全体新疆班学
生走进蓟州区盘山烈士陵园，开展清明节主题团日
活动。活动中，学生代表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
篮并做了发言分享。一个个革命故事与一次次动
人的讲述，令在场的师生感动不已，“缅怀革命先
烈 传承革命精神”的铮铮誓言在陵园回荡。

清明假期，平津战役纪念馆中，社会各界群众
满怀崇敬追思伟人、缅怀英烈。“16岁的旗手钟银
根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牺牲自己保卫红旗”……
纪念馆内，天津市西青道中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为
参观者讲述着平津战役背后的感人故事。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清明节到来之际，天津益
中学校“向阳花志愿服务队”走进周恩来邓颖超纪念
馆，重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缅怀周
恩来邓颖超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的一生。“这是一堂鲜
活的历史课、思政课，也是一堂人生大课。希望大家
能够秉承先辈遗志，以楷模为榜样，把小我融入大
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天津益中
学校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袁爽说。

清明祭英烈 镌刻爱国情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革命精神

我市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主题纪念活动

本报讯（记者 姜凝）清明时节忆先烈，唤来
春风慰忠魂。在清明节到来之际，我市多所高校
师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先
贤，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4月4日，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敬业广场上庄
严肃穆，南开大学师生代表、天津市中小学生代表
共同开展“团结铸国魂 清明祭英烈”主题活动。活
动现场，升旗手、护旗手们以饱满的热情守护着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师生代表沿着南开大学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路线，在周恩来总理塑像、杨石先
塑像、西南联大纪念碑、陈省身先生纪念碑、于方舟
烈士塑像等地开展祭扫追思活动。

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组织党员和发
展对象在老校长李继之先生铜像前举行“恪守高
质量发展初心 矢志教育情怀不渝”清明节主题
教育活动，引导学子不忘勤奋严谨初心、涵养自
树树人情结。

天津工业大学师生通过线上线下等形式缅
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各学院组织学生依
托中华英烈网等平台开展“云端”祭英烈活动，引
导学生铭记革命先烈光荣事迹，珍惜今天幸福生
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天津财经大学组织学生以理论学习与实地
参观相结合的形式，分赴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
天津市烈士陵园等地，组织开展清明缅怀先烈主
题教育活动，激励和引导学生深切缅怀革命先
烈，进一步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天津城建大学400多名师生以线上“云”看展
的方式“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上一
堂“大思政课”，缅怀先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

缅怀先烈先贤
传承红色基因
津城高校师生清明祭扫

■本报记者 韩雯

昨日是清明节，在天津憩园，市殡仪墓地事务
服务中心用最庄重的“仪式”向15年来选择节地生
态安葬的逝者表达敬意，在饱含深情的祭文诵读
中，家属代表流下了思念的泪水。

不留骨灰、不留墓碑，将逝者骨灰放入可降解
骨灰盒内埋入土中，3至6个月骨灰将随着可降解骨
灰盒一起融入泥土，与大自然融合到一起，安葬的
区域土地可以循环利用。15年来，天津憩园、天津
寝园用草坪葬安葬了5867位逝者。
“自2020年天津推出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后，

参与人数持续增加，预计今年草坪葬将安放骨灰超千
具。”市殡仪墓地事务服务中心业务一科副科长张铮介
绍，草坪葬始于2010年，由天津寝园提供，6年后天津
憩园也开辟了占地1.7亩的“永生缘”节地生态安葬专

区。目前，草坪葬实行全年预约登记，今年已接到报名
700余具骨灰。从2020年1月1日起，对我市逝者参与
不保留骨灰和标志物的节地生态安葬承办人给予每具
骨灰1000元奖励；对火化后60天之内直接选择参加节
地生态安葬的承办人再补贴每具骨灰1420元基本殡
葬服务费用（遗体运送、遗体火化、遗体冷存）。

与芳草为伴，让生命回归自然。在昨日参与“礼
赞生命归自然 暖心服务寄哀思”“永生缘”节地生态
安葬15年公祭活动中，很多逝者家属表示，为逝去亲
人选择骨灰草坪葬，象征着生命长绿、精神永存。

从市民政局获悉，为了推广节地生态安葬，让
选择的范围更广，目前我市东南西北行政区内均有
墓园开展节地生态安葬服务。除天津憩园、天津寝
园外，滨海新区汉沽逸安园、宁河区永定塔陵、西青
区西城寝园、东丽区东华林公墓都已成为节地生态
安葬示范公墓，群众可就近选择。

草坪葬 15年安葬逝者5867位

本报讯（记者 徐杨）4月3日，为缅怀纪念捐献者，
传播“自愿无偿、高尚利他”的捐献理念，倡树文明新
风，市红十字会等部门在蓟州区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
园举办“生命·礼赞——2024年奉献者生命礼赞·红十
字清明追思”缅怀纪念活动，这是市红十字会连续第十
四年举行清明追思缅怀纪念活动。截至目前，我市已
累计实现人体器官捐献1468人、遗体捐献1235人。

缅怀活动中，天津中医药大学学生代表深情朗
诵《生命的礼物》，表达对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的
崇高敬意，唱响一曲对生命的赞歌；主持人深情诵

读2023年至2024年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姓名，讲
述捐献者的感人故事，现场气氛庄重肃穆；天津医
科大学学生代表诵读《两封特殊的来信》，表达新生
者的心声和对器官捐献者无私大爱的感激之情；现
场人员全体肃立默哀并面向“奉献碑”鞠躬致敬，表
达对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的敬意。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继续加强
捐献服务和人文关怀，搭建好生命接力的桥梁，弘
扬捐献者的无私大爱，让“生命·礼赞”主题宣传在
津沽大地广为传播。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市水
务局获悉，今春以来，我市上游河道
累计入境水量5.56亿立方米。市水务
部门多举措筹措水源，目前已累计实
施生态补水0.35亿立方米，为农业生
产提供有力保障。

据了解，市水务部门持续加大调
水力度，抢抓永定河、潮白河、大清河
等河道上游泄水有利时机，持续增加
入境水量存蓄。今春以来，我市上游
河道累计入境水量5.56亿立方米，目
前，我市现状地表蓄水总量12.16亿立
方米，蓄水较为充足。

我市在利用外调水、再生水补充海
河、北运河等重点河道生态用水的同时，
利用全市河网水系连通优势，通过生态
循环退水，为环城四区及南部区域提供
农业灌溉水源。截至目前，市水务部门

已累计实施生态补水0.35亿立方米。
此外，我市以改善重点灌区灌溉条

件为重点，开工建设武清区南蔡村灌区
和大碱厂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工
程，计划实施输配水渠道清淤14.8公里，
维修改造泵站、渠系设施200余座，改造
灌溉排水管道44公里，恢复灌溉面积
5.08万亩，同步实施灌区内水系连通等
水环境整治和小流域治理，全面改善当
地农业生产和生活条件。

另悉，今年5月，南水北调东线北延
工程将向我市调水0.2亿立方米，为我市
南部地区静海区、滨海新区等农业灌溉
和河道水环境补充水源。市水务部门将
持续做好水量调度和沿线保水护水工
作，同时加强与农业、气象等部门沟通对
接，合理调配水源，保障各区春季农业生
产顺利开展。

地表蓄水总量12.16亿立方米 累计生态补水0.35亿立方米

我市多措并举保障春耕生产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李磊）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好时节。昨
日，在静海区陈官屯镇的钓台扬水
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穿梭其中对
站内设备进行日常巡检。他们时而
低头记录各项数据，时而检查设备的
运行状况，每一个动作都格外专注。

据介绍，从今年2月份开始，静海
区启动2024年生态补水工程，通过积极
协调水源、合理规划调水线路、做好水
质监测等举措，保障调水顺利进行，让
更多的优质水源流入静海区主要河道，
实现全区多条河道清水常流，保证全区
小麦春灌和其他农作物春季用水需求。
“站内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特别

是生态补水工程启动后，大家坚守岗位、
克服困难，确保补水工作顺利开展。”钓

台扬水站负责人王德同告诉记者，作为生
态补水、农业灌溉的重点站点，钓台扬水站
严格按照调度命令持续向南运河补水。同
时，对上下游的水位变化持续定时观测，全
力保障沿线乡镇农业灌溉用水需求。

据了解，为保障调水顺利进行，今年
静海区水务局精心规划了通过独流减河
为东部地区调水，通过子牙河为西部地
区调水，通过南运河、马厂减河为中南部
地区调水3条调水线路。科学调度水利
设施，通过开启钓台站、八堡站、四党口
站等国有扬水站和启闭南运河橡胶坝等
闸涵，将雄安新区下泄水及大清河储备
水源引调至全区的乡镇村管河道、沟渠。

据统计，截至目前，静海区水务局已
累计为全区33.8万亩农田生态补水超过
600万立方米。

■本报记者 苏晓梅 岳付玉

俗话说“苗好‘三成收’，秧好‘一
半’功”，水稻育秧是水稻丰产丰收的
关键环节。4月2日，天津市宁河区东
棘坨镇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里，一粒粒饱满的水稻
种子躺在无纺布上，旁边是一排排刚
消过毒、码放整齐的育秧盘，3台育秧
机开足马力，50个中心员工正紧张有
序地开展今年的水稻育秧工作。

中心员工赵占存拿起一个个育秧
盘放在育秧机传送带上，他的同事则
将一整袋基质土倒在入土槽中，均匀
地铺在育秧盘上。传送带载着育秧盘
缓缓前行，另一位同事将水稻种子撒
在铺满土的盘上，随后再盖上一层
土。大家配合默契，整个工序有条不
紊。在机械化操作下，一盘盘装好的
秧盘被送进育秧棚，进行喷淋灌溉。

赵占存今年53岁，在中心工作了
24年，拥有丰富的育苗经验。“我们现
在育秧总量达到40万盘，而且播种、
喷淋、卷帘机都接上了电，以前这些
都得人工照看，现在大部分都自动化
了，我们轻松多了。”赵占存黑黝黝的

脸庞挂满了质朴的笑容。
“老赵，咱们12号大棚配电箱里母

排螺丝有点松了，我们已经处理过了，
一定要叮嘱大家注意用电安全，有啥问
题随时联系我们。”国网天津电力心连
心（宁河二队）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孙
照程、杨明硕拿着工具包，对水稻育秧
及喷淋灌溉用到的电力设备进行安全
用电检查。

在中心物联网控制室内，水稻育秧
监控管理系统默默“关注”着田间的生产
情况，除了长势、病虫害等，还可以监测
到风度、风向、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秧苗
培育过程对供电可靠性要求极高，一旦
断电超过2小时，大棚里的温度、光照、
喷淋设备就无法得到精准控制，影响秧
苗生长甚至造成死苗。国网天津电力心
连心（宁河二队）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们
时刻关注着这里的用电情况。
“这里使用的电，一路电源来自于风

电场，一路电源来自于光伏电站，风光条
件好的时候，基本能满足绿电供应。”国网
天津宁河公司调控中心副主任王超说。

温暖的育秧棚中，沐浴着喷淋设备
的种子在土壤中茁壮成长着，大家都期
待今年有一个好收成。

本报讯（记者 耿堃）4月4日，七
里海科考研学暨春日飞鸟季活动在
宁河区七里海湿地举行。天津市摄
影家协会成员、网络达人等200余人
体验了七里海湿地科考研学路，助力
科考研学项目的完善与发展。

七里海湿地是1992年经国务院
批准的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京
津绿肺”“天然氧吧”之称。宁河区在
保护好七里海湿地的基础上，不断盘

活生态资源存量、做大生态价值增量、
提升生态经济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今年，宁河区围绕“一心一环一营
地”模式，暨综合服务中心、6公里核心
环路、国际教育中心沉浸体验营，创新
打造七里海国际科考研学基地和“七里
海科考研学路”项目。这也是七里海湿
地自实施修复保护工作以来，历时7年
时间，首次限时限流限地向社会揭开七
里海的神秘面纱，该项目将于5月1日
正式对外开放。

33.8万亩农田畅饮“及时水”

绿电助育秧 丰收“好苗头”

走“科考研学路”探秘七里海

本报讯（记者 王睿）赏花、游园、忆民俗、看展
览……清明假期，滨海新区景色宜人，迎来踏青好时
节，来自京津冀鲁等地的游客共赴一场与传统、与自
然的春日约会。“文化味浓”“互动性强”的文旅融合新
图景徐徐展开。

走进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满眼的风车和花卉格
外醒目。这里正在举办“花漾之春·约会航母”主题活
动。只见由数百只镭射风车组成的“风车旋梦区”、以
信为主题的“春日来信区”、巨型花束拼成的“花海航
梦区”人气十足，游客们一步一景，拍照“打卡”。

樱花，一向是春日“顶流”。眼下，泰达城市公园
和泰丰公园的早樱绽放，铺就一条“樱花大道”；一旁
的油菜花也都开了，俨然一片金色海洋，大批“花粉”
来这里拥抱春天，抓拍最美瞬间。

趁春光正好，带娃感受田园风光是很多亲子家庭
的选择。这几天，番茄、草莓、黄瓜等正值盛果期，小王
庄镇的李官庄大棚和刘岗庄大棚迎来一波客流高峰，
人们进棚采摘，分享收获的喜悦。北京游客郭先生告
诉记者：“我们摘了草莓，味道特别赞！”市民张女士说：
“附近还有露营烧烤场地，连吃带玩，很开心。”

来滨海新区踏青，少不了科学与文化同行。
作为我国传统节日，关于清明节的科学知识您

知道多少？假期里，滨海科技馆策划了一场以“清明
科学探微”为主题的活动，带大家探寻清明时节的科

学元素。诸如：云中正负电荷发生碰撞进而放电，产生
了春雷；清明节插柳习俗与避免疫病有关，展现了古代
人对医学和健康的认知；无需借助外力的电磁秋千，省
力又好玩儿。

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X blueBOX蓝盒子数字海洋
馆“遇见蓝眼泪”微观海洋展，吸引了不少专门前来观展
的市民和游客。展览以“蓝眼泪”为主题，在1000平方
米的沉浸式空间里，11组以微观海洋为灵感的艺术作
品展出，将大海中的“蓝眼泪”现象搬到展厅，为观众打
造了一个与“蓝眼泪”零距离接触和对话的幻境空间。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锅巴菜、排叉、麻酱烧
饼……品津味、游海河，清明假期，天津旅游集团海
河游船古文化街码头限时推出“游船早餐航班”。

在早餐航班上，乘客可沉浸式体验天津美食与
城市魅力，品尝天津本地特色早餐，欣赏海河沿岸
美丽风景。为了满足游客假期乘船游览需求，海河
游船还将根据游客量、天气以及海河夜景灯光开启
情况适时增加航班密度，游客可关注微信小程序
“海河游船”了解各码头实时航班信息并购票。

据介绍，为进一步推进“游船+”产业升级，传
承津派文化，积极打造津味品牌及特色消费场景，
天津旅游集团海河游船还将在海河下游区域引入
“西北角”品牌，并陆续推出广式早茶航班、下游清
吧航班等特色航班，打造海河上移动的都市美食
会客地。

赴约滨海新区 踏青赏花有“知”有“味”

乘海河游船
吃津味早餐

北辰区实验小学师生日前来到杨连弟烈士公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清明祭扫活动，

并参观杨连弟烈士纪念馆，聆听“红小宣”讲解先烈事迹，共同缅怀革命先烈。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昨日，天津市殡仪墓地事务服务中心举行“礼赞生命归自然 暖心服务寄哀思”“永生缘”节地生态安葬

15年公祭活动，在场人员用集体公祭的方式缅怀逝者。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上接第1版）

结合智慧城市建设经验，目前，
生态城加速推进智慧可持续标准化
体系建设，参与国际、国家相关标准
制定，主导编制了ISO37106:2021《城
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城市
建立智慧城市运行模型指南》《城市
和社区可持续发展—城市管理信息
框架和数据处理方法框架》，发布《全
域智慧城市白皮书》《中新天津生态

城智慧城市数字安全导则》，持续为城市
建设者提供可借鉴推广的智慧模板。

生态城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智慧管理地图”纳入ISO国际标准，
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生态城智慧城市管
理模式的广泛认可。生态城将用好标
准化这把“金钥匙”，参与制定国际标
准，推进城市间标准化国际交流与合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标
准化支撑。

（上接第1版）推进产业承接“一体化”，
共同建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战
略合作机制、飞地利益联结分配机制，
打造一批合作共赢的跨区域旅游线路，
打造一批绿色农品供应基地。推进生
态保护“一体化”，共同建立完善山、水、
林、田、湖、草联防联控联治机制，开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水土保持等重点领
域合作。推进人才发展“一体化”，制定共
建地区创业型、科技型人才互认互准、互
荐互推协议。推进公共服务政策“一体
化”，力争率先建立政务服务、社保、医保、
交通、教育、养老等居民服务协同机制，实
现公共服务政策无缝衔接。

第19届盘山开山节举行

生态城“智慧管理地图”纳入ISO国际标准

昨日，“花

香伴书香”2024

年“泰达春日生

活节 ”在泰达

MSD樱花大道

开幕 。繁花似

锦，书香四溢，

营造了浓厚的

文化氛围。

本报记者

赵建伟 摄

连续14年 清明追思无私捐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