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清明节祭英烈手抄报内容(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清明节祭英烈手抄报内容篇一

《闾门即事》（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
几处有新烟。

《清明》（宋）王禹俏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
分与读书灯。

《清江引清明日出游》（明）王磐

问西楼禁烟何处好？绿野晴天道。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
探莺花总教春醉倒。

《寒食上冢》（宋）杨万里

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

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

《苏堤清明即事》（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
杨柳属流莺。



《清明》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

《郊行即事》（宋）程颢

芳原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
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醉，只恐风花一片飞；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
游衍莫忘归。

《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明）高启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
坟上子孙来？

清明节祭英烈手抄报内容篇二

最深情的目送，消失在小路那头

不必追，风清景明的忧伤

墓碑沉默，轻轻抚摸您的一生

棱角分明

告别是结束也是开始

那棵小树已经长出春天的芽儿

轮回里生生不息的生命



最暖的阳光，最平坦的旅途

那是您的护佑和恩泽

轻轻安放的哀思

融为每一粒小小的尘土

每一朵盛开的.鲜花

都是我的爱，我的怀念

在双手合十

你看 花说开就开了

让那些寂寞的树们有了色彩

鸟鸣纷纷落在人间

天空还好 清明雨还在路上

思念总是提前抵达

一棵树 让土地有了痛感

一些花开在树上

一些草簇拥着墓碑

这个季节 花香总是

在泪水中弥漫

那些赶路的人 将往事抱紧



一路上 撒着纷纷扬扬的纸钱

清明，放了一个长长的假期，几天的时间像是被胶袋黏住一
般，停滞不前。

长长的假期，被绵绵的冷雨和满地梨花填满，找不出一块空
地埋葬我的思绪。

这样的时节，全然没有“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的勃勃
生机，亦没有“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盎然
春光。空气依旧湿润清冷。这般的意境，大概只有柳中庸
的“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能够恰如其分地表
现吧。

清明，一个纪念亡灵的日子，像是那圣洁梨花，总是毫无预
兆地悄然落下。“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花在短短一
夜间，竟在百花齐放的春夜这般凄凉地香消玉殒，这样惨淡
的时光，不觉让人觉晓“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阴霾
的天空，小雨也啰嗦个不停。清明节，也许本不该称之为节。
这个严肃的节日，亲人齐聚并不是为了团圆。它本身不具备
节日的喜庆元素。地下不知多少亡灵在泣饮姜黄酒，地上的
人们却在酣畅地笑吟“葡萄美酒夜光杯”以今人的笑，埋葬
昔人的泪。

如果有一天，在我死去之后，在我的墓碑上又该留下怎样的
描述？一生的流逝，日日如“遥夜沉沉如水”，夜夜似“霜
送晚寒侵被”每每玉枕纱厨，清思巧梦，以至“人比黄花
瘦”。许许感露于斯“楼上几日春寒”越发自觉“清露晨流，
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未晴”，于怀
往事，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细细品味“三杯两盏
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待到“满地黄花堆积，憔悴陨”
方晓惊觉：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同样在这烟雨微寒的时节，韩翃轻描着“日暮汉宫传蜡烛，



轻烟散入五侯家”的盛宴，韦应物却独自在青草幽涧秀美中
享受着“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惬意。与此
同时，杜甫却饱尝“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亡国之痛。
韩愈轻轻洒墨“杨荚柳家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的谦逊，
漫天的烟雨，飘落出韦庄一片“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
十里堤”的哀愁。烟雨绸缪处，杜牧笔锋浓转淡，勾勒出一
片淡淡的哀愁“清明时节家家雨，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
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罢了，这晚春，实在不是什么好时节。清明已然过去。春光
不清，春意不明，春寒未失，春暖未至。似如“春至未至，
春将去也”一切匆匆即逝。只是，“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
年？”

清明节祭英烈手抄报内容篇三

茶中宠儿，就是“清明茶”，特指头茬新茶。清代《陇蜀余
闻》中有这样的文字：“蒙顶贡茶从唐至清，同千多年里岁
岁入官，年年进贡，以供皇室‘清明会’祭天祀祖之用。”

不过，现在已不大听到 “清明茶”的提法了。不知何时，它
已变身成为人人追捧的“明前茶”。其实，“明前茶”仍指
新春的第一出茶，只不过将采摘时间提到了清明之前。

入春后气温适中，此时新采之茶色泽绿翠，叶质柔软;又经过
冬季休眠，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略丰富，口感鲜爽;且
春茶一般无病虫危害，不必施用农药，茶叶未受污染。

除此，“明前茶”之所以最金贵，还有另一重原因。

要知道，清明前气温普遍较低，发芽数量有限，生长速度较
慢，能达到采摘标准的产量很少，“物以稀为贵”确为真实
写照。



是否清明节前采摘加工的茶叶都叫“明前茶”呢?

原来，我国产茶区域广，可分为西南茶区、华南茶区(包括广
东、广西、福建、台湾、海南等)、江南茶区和江北茶区。

西南茶区和华南茶区地处中国南部，春天来得更早。每年春
节，这些地区业已开始采茶，待到清明，距离头茶采摘已逾
两月余。而江北茶区却不然。虽时令已到清明，却还未真正
开采。

因此，能真正称的上“明前茶”的，只有江南茶区的第一茬
绿茶。因为青茶(乌龙茶)要等到鲜叶半成熟才开采，基本上
无所谓“清明茶”了。

清明节祭英烈手抄报内容篇四

小时候，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是我
熟读的诗句，我一直认为“欲断魂”的路人都是去上坟的。
长大后读了一些书，方知那欲断魂的路人是冒雨赶路的行旅
之人。也许是第一印象太深的缘故，每年清明将至，往往就
先想到了上坟扫墓，祭奠故人。

其实，清明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节日，不仅是一个慎终
追远、思亲行孝的扫墓日，而且在所有传统节日中情味最浓、
意义最大、活动最多、内涵最多。在所有节气中，既是节气
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它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明节是个“植树日”。清明前后，不冷不热，时有春雨，
种植树苗成活率高。自古以来，民间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
清明节植树风俗一直沿传至今。在台湾和闽南民间，人们犹
喜种植相思树，让逝去的亲人有个归宿，让在世的人有思念
的寄托。有条件的话，扫墓祭祖的同时，在先人墓前培一锹
土，到合适的地方植一棵树，让我们栽下的树苗生根发芽，



蔓延成连接天国与人间的生命之绿。

清明节是个“健身日”。清明时节，春光明媚，万物复苏，
自古以来人们有踏青春游的习惯，还有踢球、放风筝、荡秋
千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在全民健身活动日益受到重视的
今天，清明节理应成为体育锻炼日。

清明节是个“节能日”。有的地区清明节也叫寒食节，以纪
念晋国公子重耳的功臣介子推。这个节日的主要节俗就是禁
火，人们不许生火煮食，只能吃备好的熟食、冷食。在世界
气候日益变暖的今天，节能减排，提倡低碳生活已成全球共
识，在清明节里禁火节食，倡导尽量减少能源耗费，也是我
们赋予传统节日的新内涵。低碳生活与节能并不矛盾，减少
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节
能减排不仅是当今社会的流行语，更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战
略选择。提升节能减排意识，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消费习
惯进行简单易行的改变，一起减少全球温室气体(主要是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意义十分重大。

清明节应该是个“廉洁日”。从节日名的字义来讲，清与明
就有廉洁奉公的意思。春秋战国时期的介子推帮助晋文公建
国后，却甘居深山，不要高官厚禄。晋文公为逼他出来做官，
下令放火烧山。但是，介子推矢志不渝，抱树焚死在绵山中。
大火熄灭后，晋文公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
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
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洞，洞里好像有什
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
诗：“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
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
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今天，我们倡导廉洁并非
要仿效介子推的做法。但是，我们倡导丧事简办、文明祭奠，
就是廉洁的'具体表现，也是清明节应该注入的时代内涵!



清明节祭英烈手抄报内容篇五

清明节，其英译可为“扫墓节”了。然而，时令、文化、风
俗上三节合一的清明，唐宋以来，就多有游艺，并不特为扫
墓和追思之日。

直至明嘉靖年间，此现象还仍有记录。今人可从明《西湖游
览志余》第二十卷中管窥一二：“清明，苏堤一带，桃柳阴
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
丛集。”

随着时间流逝，游艺渐次退出。清明的文化符号，渐剩添土
追思和借墓踏青。而“清明雨”，也同时嬗变成了愁思与缅
怀的心灵寄托。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虽然被质疑是杜牧
伪诗，但这场妇孺皆知的“清明雨”，正是靠着凄凉、忧伤
的雨中白描深入人心。

在追思先人的日子， “清明雨”绝不是“好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生”。

毕竟，天气状况和人的情绪息息相关。阴雨连绵之时，人体
分泌的松果激素增加，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减少。

而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可以促进神经兴奋和细胞代谢。因此，
春光明媚常常使之精神振奋，淫雨霏霏则令人忧郁不悦。

除了生理层面，“清明雨”还在文化和心理层面充满悲意。

环境心理学认为，人和“雨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物
质性的联系，更兼心理上的联系。换言之，人如何看待、想
象和感知环境，反向决定着环境对人的影响。



心怀悲戚之人看待清明细雨，会赋予眼前淅沥一层悲凉。而
乍暖还寒的清明，冰冷的细雨滴落肌肤，更加剧了触感对已
植入的这种心理意象的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