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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故事

清明时节“寒燕”飞

本报讯（记 者 杨 永 刚）记者
4 月 1 日从内蒙古博物院了解到，
该院在清明节期间通过红色展览
专线讲解、春日研学、非遗体验、
云上清明等主题活动缅怀先烈，
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节日内
涵，喜欢这些活动的市民届时可
以踊跃参与。

慎终追远，铭记先烈红色展览专
线讲解：4月 2日至 3日在内蒙古博

物院《解放之路》展厅开展。活动通
过讲述红色故事、追忆革命先烈等方
式，引导学生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厚植家国情怀。

约绘纸鸢，不负春光春日研
学：4 月 5 日在内蒙古博物院、大
黑河军事主题公园开展。从馆舍
延展户外，在大黑河畔，看“万千
纸鸢乘风起，‘筝’奇斗艳不负春”
的壮观景象，学非遗传统风筝的

匠心传承。
寒燕迎清明非遗体验：4月 4日

10时至11时在内蒙古博物院青少年
探索营地开展。内蒙古博物院邀请
非遗传承人现场进行寒燕制作展演，
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寒食节历史，以非
遗文化点亮“我们的节日”。

风铃寄思念青少年探索营地：
4月 6日 10时至 11时、15时至 16时
在内蒙古博物院青少年探索营地开

展。内蒙古博物院结合院藏文物辽
代铜铎原型，手作藤编风铃挂件，寄
托绵长思念。

这些文物，邂逅一季春意盎然云
上清明：4月4日，关注内蒙古博物院
社会教育部微信公众号推文参与。
活动将文物与春天的意象相结合，为
市民带来如沐春风的线上文化之旅，
在欣赏文物的同时，感受春天的生机
与活力。

内蒙古博物院“博物馆里话清明”文化系列活动邀你参与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捏寒燕是我国黄河流域

民间的一种节日习俗，每到

清明节来临时，家家户户都

要蒸寒燕，并且把一串串寒

燕用柳枝或棉线连接起来，

寓意春燕归来。4月 1日，呼

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

在清明节到来前，特别策划

了一场名为“清明时节 寒燕

炫彩”的主题活动。活动中，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亲

手体验了寒燕面塑的整个制

作过程，包括揉制、塑形、剪

嘴、压制和点彩等多个工

序。通过这种形式，学生们

不仅学习制作当地清明节特

色面塑寒燕的技巧，更深入

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民俗文

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学生们为面塑寒燕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学生制作面塑寒燕

学生们将面塑寒燕悬挂枝头，寓意春
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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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制作面塑寒燕

欢乐的制作过程

老师在为学生们讲解清明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