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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5 日电（记者

樊曦）清明小长假临近尾声，铁路、

电力、民航等部门坚守岗位，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运输服务和安全管理

工作，确保旅客出行平安顺畅。

全 国 铁 路 清 明 假 期 运 输 期 限

为 4 月 2 日 至 5 日 共 4 天 。 来 自 中

国 国 家 铁 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的 最 新

数据显示，2 日至 5 日，全国铁路预

计 发 送 旅 客 851 万 人 次 ，铁 路 运 输

平稳有序。

小长假期间，中国铁路昆明局

集团公司加大站车疫情防控力度，

在昆明、昆明南等车站全面启用疫

情防控智能闸机设备，实现旅客进

出站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查验同步完

成，提高旅客进出站效率。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加开、恢复多趟

西安至汉中等方向动车组列车，满

足旅客出行需求。

新华社北京 4 月 5 日电（记者

高蕾）记者 5 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今

年清明节假期期间，各地累计接待

现场祭扫的群众 1754 万人次，比去

年同期下降 74%；进行网络祭扫的群

众 2156 万 人 次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92%；疏导车辆 367 万台次，比去年

同期减少 71%；参与服务保障的工作

人员 103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下

降 15%。

4 月 5 日是清明节假期第三天，

当天全国各地开放现场祭扫的殡葬

服务机构 21795 个，接待现场祭扫群

众 597 万人次，疏导车辆 119 万台次，

参 与 服 务 保 障 的 工 作 人 员 37.5 万

人。各地殡葬服务机构开通网络祭

扫平台 1523 个，进行网络祭扫的群

众 856万人次。

随着清明节假期的结束，群众集

中祭扫活动已接近尾声，后续一段时

间仍会有部分群众进行祭扫活动。

民政部表示将继续指导各地民政部

门和殡葬服务机构认真落实祭扫场

所疫情防控要求，强化安全管理，严

防聚集感染、拥堵踩踏等事故发生，

实现健康祭扫、安全祭扫、文明祭扫。

铁路等部门

保障清明小长假旅客平安出行

新华社北京 4月 5 日电（记者

黄玥）记 者 从 共 青 团 中 央 获 悉 ，为

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英 烈 精 神 ，共 青 团 中 央 宣 传 部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 宣 传 中 心 联 合 全 国

多地英雄烈士纪念设施 5 日开展了

2022 年“ 清 明 祭 英 烈 ”主 题 慢 直 播

纪念活动。

活动采用网上祭扫方式，在“共

青团中央”“中国退役军人”等百余

家媒体平台开启一场 12 小时不间断

慢直播，网友通过留言互动、线上献

花等形式寄托对英烈的哀思，表达

对先烈的崇敬之心、感念之情、传承

之志。参与活动的英雄烈士纪念设

施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等 15 个省

（区、市）。

截至 5 日 14 时，直播获得超过

2781 万人次的网友观看，“为英烈献

花”超过 7222万次。

民政部

各地网络祭扫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192%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 者 刘诗

平）当前农田灌溉正在全国大面积

展 开 。 水 利 部 部 长 李 国 英 近 日 表

示，围绕产业兴旺和粮食安全，推进

农田灌排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涉及

脱贫地区的 32 处大型灌区和 132 处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

李国英在水利部巩固拓展水利

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

衔接工作会议上说，积极规划一批

大中型灌区，推动优先将大中型灌

区有效灌溉面积建成高标准农田。

记者了解到，在 2022 年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中，水利部强调，以粮食

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在

水土资源条件适宜的脱贫地区，积

极推进符合条件的大中型灌区开展

前期工作，力争开工建设湖北蕲水

等大型灌区。

加快推进云南耿马灌区、广西

百色灌区、青海引大济湟西干渠等

涉及脱贫地区的现代化大型灌区建

设。支持脱贫地区推进实施一批中

型灌区建设。

推进涉及脱贫地区的安徽淠史

杭、吉林白沙滩、新疆和田河等大型

灌区和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

改造。启动新一轮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前期工作。

同时，深入推进灌区标准化规

范 化 管 理 ，完 善 灌 区 供 水 计 量 设

施 ，深 化 农 业 水 价 综 合 改 革 ，推 进

数字化灌区建设，推动优先将大中

型 灌 区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建 成 高 标 准

农田。

水利部

推进涉及脱贫地区 32处大型灌区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罗沙 齐

琪）记者近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为切实做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贯

彻实施工作，最高法对民事诉讼法

司法解释作出了修改，自 2022 年 4月

10日起施行。

据悉，司法解释修改了简易程

序案件延长审限的相关规定，对照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一 百 六 十 四 条 的 规

定，将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条

件由“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

易程序”修改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

长”，同时将简易程序案件的最长审

限由六个月修改为四个月。

同时，对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七十条的规定，司法解释将简易程

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条件由“案情

复杂”修改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

为下一步细化程序转换标准预留空

间。同时，明确当事人对适用简易

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异议不成立

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裁定可

以采取口头形式。

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可以依

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六十

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

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

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诉讼文书。

此外，司法解释修改小额诉讼

案件的相关规定，删除关于具体适

用和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类

型的规定；调整海事、海商案件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的标的额标准，并允

许当事人依法合意选择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

修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共青团中央

开展“清明祭英烈”主题慢直播纪念活动

（紧接第一版） 自治区纪委常委会班子其他成员

对标对表“六个表率”，坚持从自身做起、从分管领

域抓起，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精神，带头做到“两个维护”，结合自身实际和工

作中存在问题，经常摆摆表现、找找差距，一级带

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层层作示范、层层树

榜样，做到风成于上、俗化于下。

党万军表示：“坚持问题导向抓整改是推动作

风建设走深走实的重要环节。我们从深入查摆委

机关作风问题入手，通过下发通知全面自查自纠，

在西藏纪检监察网开辟专栏、设立征求意见箱网

上网下征集意见等方式，全面摸排自治区党委巡

视办、各派驻派出机构、机关各部门在‘四风’方面

的新表象，找准找实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督促各部门以新作风新气象取信于民；发挥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督促推动作用。近段时间以来，区

市县三级纪检监察机关派出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组，对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全区改进作风狠抓落

实工作动员部署会议、自治区两会、自治区党委民

族工作会议进行全程监督检查，对检查发现的着

装不规范、迟到等问题严肃处理。目前，已对 11 名

党员干部进行诫勉谈话、责令 2人作出情况说明。”

采访最后，党万军告诉记者：“我们坚持党中

央决策到哪里，自治区党委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

就要跟进到哪里，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

善发展作用。”

——健全常态化监督机制，自治区纪委监委

专门印发工作提示，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监

督学习贯彻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重要会议、文件、

决定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限期报送相关情况，

并纳入自治区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监督工作清单重

点内容。按照《全区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动员

部署会重点任务分解方案》要求，把改进作风狠抓

落实情况纳入十届自治区党委五年巡视工作规划

和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一、第二轮巡视重点，充分发

挥巡视利剑作用，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切实履行

好主体责任。

——找准有效工作抓手，把监督推动转作风

抓落实同督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及“私车

公养”等专项整治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推动一个

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整治，有

效转变行业作风，进而推动全区党风政风持续向

善向好。

（上接第一版）

为了避免再次让村民失望，合作社选址朗庆牧场作为

试点，把牲畜进行集中管理，再实行统一挤奶、统一加工奶

产品。半年不到，奶产量稳步提升，销量也很好，合作社收

益明显。

群众看到了实惠，纷纷要求加入。乡政府的信心也足

了，于是将合作社扩展为全乡联村合作社，形成规模效应，并

把先进的经营理念在色确、其那、崩杰、夏日拉泽等其他 4 个

牧场进行推广。

在生产过程中，合作社还从源头保障产品质量，对畜

产品原料实行定点、定时、定人收购，送至片区统一加工，

再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统一出售，提升畜产品标准化、规

模化水平。同时，为提升奶制品质量，合作社在资金充足

的情况下，购进全自动牛奶一体机、巴氏牛奶灭菌剂、真空

包装机、冷藏车等设备，生产出来的“拉拉”、酸奶、牛奶、酥

油等，通过拉萨、那曲和聂荣县等地的销售点出售，消费者

反映良好。

经过几年的发展，合作社形势一片大好，目前已形成“一

乡一社+联村一社+牧场+一村一合+牧户”的运营模式，牲畜

存栏 2400 多头，奶制品平均日加工量 2000 多斤，带动 200 多

名当地牧民就业。“分红额也一年比一年多。”阿旦向记者介

绍，2019 年底分红 308 万余元，人均分红达到 1400 多元；2020

年分红额提高到 319多万元，人均分红增至 2480元。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乡政府将退出合作社管理，同

时吸收更多创业大学生加入，用他们的智慧带动合作社向高

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上接第一版）

“桑耶寺乌孜大殿代表世界中心的须

弥山，大殿共三层，底层采用藏式石料建

筑结构和风格，中层采用汉式砖木建筑结

构和风格，上层采用印式木质建筑结构和

风格，各层壁画与塑像也都按照三种风格

绘塑。”桑耶寺64岁的老僧人巴桑说。

桑耶寺，向世人展示了一部开放、

交流、融合的高原文明历史。

走近乌孜大殿内围墙中层的廊壁，

一幅长达 92 米的“西藏史画”壁画，虽历

经风雨已若隐若现，但依然能让人穿越

时空，触摸历史。

将重大的历史事件浓缩在一幅幅

壁画中，是藏族传统文化特有的形态。

古人借此记录历史，期冀恒久传世。

从藏族起源说到松赞干布统一高

原 、迎 请 尼 泊 尔 赤 尊 公 主 和 唐 文 成 公

主 …… 按 时 间 顺 序 、以 连 环 图 形 绘 制

的壁画，可谓是一半泥土、一半匠心，

装点了佛堂，铭刻了历史。

老僧人巴桑向记者娓娓述说了一

段记录在吐蕃王朝赞普赤德祖赞篇壁

画中“宴前认舅”的故事。

他说，一些史书记载，金城公主进

藏一年，腹中怀子，正宫心生妒忌，伪称

有孕。公主生子，正宫竟将其夺走。当

子一周岁，藏王盛开周岁之筵。当日，

众臣齐集王宫，藏王将盛满青稞酒的金

杯，交与太子道：“二母所生独一子，身

躯虽小然灵秀，金杯满注青稞酒，其自

献与汝亲舅，以决孰为汝母后。”太子径

向左侧而去献金杯于汉舅，公主甚喜。

建筑和壁画，承载的不仅是历史，

也是古人的思想。

“在西藏历史中，有一个非常令人

瞩目的事实：自公元 7 世纪以来，西藏的

文明无论在地域空间上或是种族与文

化上都强烈地呈现了一种东向发展的

趋势。这种趋势直接构成了自吐蕃时

代以来西藏始终不断地与东部中原王

朝（包括北方蒙古）发生广泛而深刻联

系的原因。”藏学家石硕在著作《西藏文

明东向发展史》中如是说。

始建于公元 1087 年的夏鲁寺，其大

殿底层为藏式传统寺院建筑风格，二层

殿顶则采用内地寺院传统的歇山顶和

飞檐翘角，上盖蓝色琉璃瓦，屋脊有琉

璃 砖 烧 制 的 飞 天 侍 女 、狮 虎 花 卉 等 图

案，尽显元代工艺风格。

夏鲁寺寺管会第一主任、高僧洛萨

加措介绍，元朝时期夏鲁地方是元帝册

封的西藏十三个万户之一；夏鲁万户长

扎巴坚赞曾在元大都觐见皇帝元仁宗，

获赐金册玉印以及修建夏鲁寺僧院的

黄金百两、白银五百锭等布施。“利用来

自元朝皇帝的助缘，和内地请来的许多

汉族工匠，夏鲁寺因此成为汉藏等各民

族 工 匠 合 作 的 艺 术 结 晶 ，是 各 民 族 交

往、交流、交融和团结的典范。”

传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的交融史

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中国美术学

院的“90 后”“藏漂”李斯楚开设的唐卡

店位于八廓街上。“我是这里为数不多

的汉族唐卡店长，店里除了销售传统藏

式唐卡外，还包括我个人创作的‘可移

动的寺院壁画’。”李斯楚说。

八 廓 街 是 拉 萨 古 城 的 心 脏 和 脉

搏。八廓街的核心——大昭寺内，至今

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所携释迦牟

尼 12岁等身佛像。

李斯楚按照西藏寺院壁画原型，将

其局部绘制在特制的“墙壁”上，创作成

为“可移动的寺院壁画”。店里的作品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唐卡市场的红火，释放了画师的

创作激情与空间，也促进了这一优秀传

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他说。

距离唐卡店近百米的地方，“90 后”

藏族姑娘妮珍的藏式潮服店门庭若市。

传说中身高达 7 英尺，浑身长毛，直

立行走的喜马拉雅“雪人”，在妮珍的实

体店里变成了一个身着藏装、戴着墨镜

的模特，也成为她的品牌 logo，以及潮服

的重要元素之一。

短 短 几 年 间 ，妮 珍 推 出 的“ 神 兽 ”

“城市牧人”“林卡”等系列服饰，因传统

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时尚结合、传统藏

文化意境与元素的大胆展示，为她引来

众多年轻铁粉。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自古

就是交流互鉴的沉淀，而我眼中新时代

的藏文化，是对优秀藏族传统文化的延

展和新时代文明结合的创新。”妮珍说。

妮珍的团队里有藏族、汉族员工，

工 作 地 点 更 是 翻 越 雪 山 草 地 ，设 在 拉

萨、上海、武汉、成都，以及法国、意大

利、美国，通过“云办公”的方式，碰撞多

元文化交流的火花，开拓品牌市场。

如今，漫步古城拉萨，在布达拉宫

古老的石阶之上，在大昭寺唐蕃会盟的

石碑前，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里，传统

与 现 代 完 美 融 合 ，信 仰 与 世 俗 和 谐 相

融。人们为更加美好的生活奋斗奔波

的景象，已成古城最美的人文风景。

（新华社拉萨4月5日电）

画出雪域高原的文明年轮

善始善终抓整改 坚持不懈改作风

春耕如诗，大地如画。记者在山东、黑龙江、江西

等地走访看到，各地积极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民

在春耕备耕中种上“智慧田”，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目标。

藏粮于地“高标准”

眼下，在内蒙古河套灌区的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干

召庙镇黄羊村的田野中，拖拉机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

户陆续开展土地平整等春耕备耕工作。

黄羊村党支部书记任建平说，他们以“大破大立”

的方式建设高标准农田，对农户分散种植的耕地统一

规划、平整，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高低不平、排水不畅、条

块杂乱等问题。

“全村共有 10246 亩耕地，其中 7000 多亩已完成高

标准建设。项目完成后，预计亩均节水 15 立方米以上、

增收 10%以上、节本增效 200元以上。”任建平说。

看着平整好的 4 米多宽机耕道，湖南省宁乡市菁华

铺乡洪仑山村村民谢伟喜上眉梢，“机耕道的修建大大

降低了人工成本，以前大型机械只能在一条道往上或

往下，现在机械设备可以‘任我行’，想下哪块地就下哪

块地。”

据了解，洪仑山村连续两年改造了 8000 亩高标准

农田，今年刚开春，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还修建了 11

口山塘、改造了 4座拦河坝、修葺了 1840米渠道。

提档升级“解愁盼”

在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春涛镇山岭村的高标准农

田里，72 岁村民胡和开看着哗哗流淌的渠水满脸喜悦，

过去，农田灌溉对老胡来说甭提多头疼了。

“村里 498 亩农田全部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农

田管理员把高标准农田管护到位。”胡和开说。

据山岭村农田管理员胡龙开介绍，他是全村农田

的管护总负责人，每片农田的沟渠、机耕道等设施都归

他管。从 2021 年 9 月起，余江区以完善“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基本农田管护网络为目标，建立了区、乡、

村、组四级农田管理员制度，实现了管护责任全覆盖。

为 农 、惠 农 、利 农 是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的 重 要 目

标 。 瞄 准 农 民 急 难 愁 盼 ，各 地 逐 步 加 快 田 、土 、水 、

林、路、电、机、管综合配套，尤其是针对一些缺水地

区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让这些地区“饮饱喝足”。

记 者 在 山 东 省 胶 州 市 逯 家 屯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看

到，整齐的平塘内水清波平，在该工程旁边的一处设

备房里，村民李宝华正在节水控制器电子射频仪上

打卡用水。

“原先浇地的成本在每亩 50 元左右，现在管道铺到

地头，只需刷卡即可浇地，算下来每亩地平均节约 30

元。”李宝华说。

据胶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实施以来，当地强化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

施配套。逯家屯节水灌溉工程通过清淤、扩挖、整修边

坡等措施，增加库容量，能够满足周边 700 亩农田灌溉

用水，极大方便了周边农民取水用水。

智能科技“高大上”

在山东省平度市新河镇春华秋实家庭农场里，北

斗导航自动驾驶的拖拉机正在开展马铃薯起垄、覆膜、

播种。农场负责人潘松梅坐在一旁，注视着这些“高大

上”的智能“铁牛”，期待着又一个好收成。

“拖拉机装上‘北斗’，在大地块作业更精准，每亩

地能多种两垄。关键还可以 24 小时连续作业，一台车

一天至少能耕作 400亩地。”潘松梅说。

作为高标准农田的“标配”，智能农机装备已经挑

起“大梁”，成为农事活动的“主角”。

初春的东北，春雪融化。在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北

水田农机专业合作社，只见水田标准整齐，田埂笔直。

现代农业科技和互联网技术，让这里处处散发着“智

慧”的味道。

“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时时监测水稻生长情况。科

技发达了，庄稼地越来越‘聪明’，俺们农民‘偷会儿懒

’也能迎来丰收。”合作社理事长刘春掏出手机，向记

者 展 示 了 一 款 智 能 农 业 App。 他 说 ，当 地 曾 遭 遇 台

风，但依靠智能设备的精准监控，台风对产量影响并

不大。

“供水更稳定、抗灾能力更强、粮食产量更高……高

标准农田有数不尽的好处！”洪仑山村党总支书记胡关

锋说。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王凯 王建 李云平 陈春园

周楠）

藏粮于地“高标准”提档升级“解愁盼”
—高标准农田备春耕一线观察

新华社记者

图为 4月 5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段泊岚镇刘家营里村的农民使用自走式高杆喷雾机在麦田里喷洒叶面肥。

新华社发（梁孝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