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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雨泽 毛 俊
谢 樱

在苍松翠柏间、在重茵叠翠处、在
潮起浪卷中……近年来，树葬、花葬、
草坪葬、抛撒葬（含海葬）等多种节地
生态安葬方式逐步受到社会认可与欢
迎，“回归自然”渐成殡葬文明的新风
向标。

新华社记者发现，当前我国节地生
态安葬推广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离在全
社会普及的目标仍存一定差距。这其中
涉及的技术、观念、规划和法律等领域
问题值得有关方面注意。

节地生态安葬种类多、渐
成风

在湖南省长沙市明阳山福寿苑陵
园，被制作成以中国古代“24 孝故
事”为主题的浮雕装饰壁画墙掩映于郁
郁葱葱的山腰处，每一处壁画的两侧，
都有一排安放逝者骨灰的暗盒。孙女士
过世父亲的骨灰就安放在此处。

“父亲不希望我们给他大操大办身
后事。”孙女士告诉记者，相比于传统
的墓穴葬，为父亲选择风景怡人之处的

“节地葬”，更符合父亲生前的遗愿。
北京天寿陵园等处也会向丧属推荐

采取骨灰存放、树葬、花葬、草坪葬等
节地葬法，提倡深埋，不留墓碑，让生
命回归自然。

在江苏南京，雨花功德园推出市民
可以选择将逝世亲友的骨灰制作成球状

晶体，安葬于园内或是随身携带。
“骨灰体积大幅减少，有利于节地

生态安放。”南京市雨花功德园负责人
阮峰说。

砚台状的小型碑寓意着安息逝者的
“翰墨人生”，银杏叶状的格位墓表达着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人生体悟……安徽宁国市给墓碑体积、
墓位面积做减法，文化蕴含、艺术审美
做加法。

“更具生态文明价值的安葬方式已
开始渐成风尚。”安徽宁国市殡仪馆馆
长杨巍告诉记者，曾有志愿军老战士表
示想为子孙后代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
专门向民政局咨询自己身故后如何安排

“抛撒葬”。

补贴政策助推生态殡葬，
但还不够

近年来，以“回归自然”为主旨的
安葬形式在全国各地接受程度日高，这
与各地积极推动移风易俗，出台补贴鼓
励政策密不可分。

在湖南，娄底市对城区居民实行树
葬、草坪葬、花葬、撒散等绿色生态葬
法的，给予每例2000元的奖励；郴州
市对市城区农村户籍逝者火化后，采取
骨灰撒散安葬方式的，在火化奖励
1000元之外，再给予每例1000元的奖
补。浙江、山东、辽宁、广东等多地也
都出台了生态安葬奖补政策，对丧属补
贴少则数百元，多或数千元。

但记者也了解到，目前节地生态安

葬在各地推广程度不尽相同，部分地区间
甚至差别巨大。专家指出，当前想要进一
步扩大新殡葬方式普及范围，需要妥善解
决技术、观念、规划、规范等多方面问
题。

部分地方节地生态安葬技术水平有待
提高。记者发现，一些地方采取花葬或花
坛葬由于技术局限，下葬骨灰或骨灰坛无
法降解，导致墓穴满后下葬骨灰或骨灰坛
可能面临被迫重新安置的尴尬。

部分地方相关规划不够规范。中共河
南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汪俊英表示，
当前我国推广节地生态安葬的法律基础是
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中对火葬区和土
葬区进行划分的规定。实践中，部分地方
出于经济利益和工作便利等考量，忽视了
地区之间自然条件、人文习惯的差异性，
没有严格依条例规定划分，而是粗放地、

“一刀切”地将某个地区不加区别地全部
划定为火葬区，强推新殡葬形式，这不但
导致群众的不满和反感，甚至还会引发后
期殡葬执法工作的困扰。

此外，我国目前对环保棺木、葬具等
生态丧葬用品用具缺少系统的技术标准规
范，也不利于扩大在全国范围的应用。

殡葬改革综合施策，助力技
术、观念、规划、规范领域变革

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伊
晓婷等多名专家表示，“骨灰分解和土地
循环利用难”“薄葬误解”等这些推广节
地生态安葬领域的传统难题要靠技术和殡
仪综合创新来解决。“‘生态葬’不是随

便葬，要通过一种很重视、很有温度的仪
式和流程，让丧属感受到自己和逝者的尊
严。”

汪俊英建议，未来的殡葬立法应当将
墓园建设纳入林地建设计划中统筹考虑，
使公墓建设与植树造林相结合，形成“一
块墓园一片林”的效果。政府通过政策引
导，根据人们的不同需求，将人们对墓地
面积和款式的追求，转变成对墓地绿化面
积及树种的选择。这种安葬模式将经济发
展和绿化环保相结合。当人们前来扫墓、
祭奠亲人时，看到的将不再是冷冰冰的坟
头和墓地，而是郁郁葱葱、春意盎然的

“生态公园”，这对安抚生者、寄托思念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让逝者“化作春泥更
护花”，这也更符合国人的生命观与审美
观。

相关专业高校也将在创新研发和观念
传播上着力更大。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与社会工作学院院长谭泽晶表示，学
院建立了高标准多功能礼仪实训室和殡葬
设备产品研发中心，对节地生态安葬葬式
葬法的流程进行演练，对相关设备产品进
行研发；在校外，学生通过阶段性实习，
学以致用，在全国各地积极参与推行节地
生态安葬等新式丧葬礼俗，使学生一毕业
就成为移风易俗的主力军。

“‘厚养礼葬’是一种美德”，南京
市殡葬管理处工作人员夏旭光说，“如
今，人们环保理念日益增强，推行节地生
态安葬和文明祭祀，既顺应环保趋势，也
符合节俭美德。新时代里，传承孝道文化
本质上与移风易俗本质上相辅相成。”（参
与采写：高蕾 栾若卉）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更作东风伴春来
——节地生态安葬推广情况追踪

■新华社记者 高 蕾 王聿昊
谢 樱

“现在这疫情，清明都不能回去扫
墓了，这怎么办呀？”“是啊，老家那边
也没个亲友了，这扫墓不晓得要怎么
搞。”……为帮助无法返乡的村民实现
扫墓需求，湖南省南县麻河口镇蔡家铺
村党总支部书记刘志新决定，今年清明
节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代他们打扫墓
地、敬献鲜花，还用手机视频通话的方
式，弥补他们无法到场祭拜的遗憾。

今年清明节期间，由于疫情防控需
要，不少群众无法如愿返乡祭扫。全国
各地绝大多数公墓也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采取了预约、限流甚至闭园等防疫措
施。代客祭扫、网络祭扫等新型远程祭
扫方式因而广受群众欢迎，成为在异乡
寄托哀思的重要手段。

代祭礼仪师：
我们是使命是“寄情”

扫除落叶杂物、擦拭墓碑、摆放鲜
花、点亮电子香烛、鞠躬、拍照录像反
馈家属……在浙江杭州南山陵园，身着
黑色西装的礼仪师康指赫正一丝不苟地
代远在上海的何先生祭扫亲人之墓。

杭州南山陵园工作人员介绍，陵园
推出代客祭扫已有多年。今年清明期
间，代客祭扫订单较往年有所增加，陵
园的3位礼仪师每天都要完成30多个
代客祭扫订单。在北京天寿园，今年清
明节前夕已接到400余个代客祭扫订
单。

礼仪师成为连接思念的重要纽带。
“有时候客人会提出摆放挽联、代念祭
语等需求，特别是一些客人经历结婚、
就业，会委托我们在祭扫时表达，我们
都会尽力满足。”康指赫告诉记者，帮
助客人“寄情”是礼仪师的重要使命。

记者了解到，今年清明期间，在河北
香河，天香园公墓的12名工作人员为墓
区1200余座公墓擦拭墓碑、放置鲜花，
并举行了简单庄重的共祭仪式；在内蒙
古呼和浩特，当地民政局积极引导有需
求的群众向公墓申请代客祭扫服务。

北京天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我们还计划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原
则，增加更多具有人文气息的服务，比
如现场演奏一段逝者喜欢的音乐等。”

一“网”情深：
“云”端祭扫情也真

今年清明，不少地方也采取措施，
便利群众网络祭扫。

北京市民政局在首都之窗、北京市

民政局官方网站上设置清明节网上祭扫
服务专区。在相关服务页面，人们可选
填祭奠对象、纪念私语，勾选献花、点
烛、上香、祭酒等虚拟祭奠物品。

清明节假期，在南京市栖霞区一家
外资机构上班的刘云轻点鼠标，为逝去
的爷爷奶奶建起一座“网上纪念堂”，
弥补今年清明期间无法去陵园祭拜先人
的遗憾。刘云将“网上纪念堂”的链接
发给亲友，亲友们可以通过点击网页上
设置的送花、鞠躬等按钮，在网络上缅
怀先人，寄托哀思。

“我们已推出数字化生命遗产库，
通过技术手段留住逝者的音容笑貌，方
便市民实现绿色网络祭扫。”雨花功德
园负责人阮峰介绍。

湖南南县也推出“云上缅怀”小程
序，只需把自己亲属生前的照片、生平
等信息在小程序上传，就能建起专属

“云纪念馆”，供亲人寄托哀思。
“缺少真实感”是此前网络祭扫方

式常被诟病的一点。记者发现，随着技
术创新，网络祭扫的现场感正不断增
强。

浙江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推出了一
款智能香炉产品。身在远方的亲人只需
打开APP，设置在香炉上的摄像头就

会将墓地情况实时展现在亲人眼前。此
外，香炉还可通过将收集的雨水雾化，营
造出“香烟袅袅”的视觉效果。

“只要心中保有对亲人的眷恋，无论
是墓前祭扫还是代祭遥祭，都是最好的纪
念。”刘云说。

专家：加快制定服务标准
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生命文化学院
副院长徐晓玲认为，伴随着社会节奏加
快、人员流动频繁，代祭扫、网络祭扫等
新型祭扫形式将成为数字时代满足人们祭
扫需求的必要补充。但对于与之俱来的一
些问题，社会公众应当保持警惕，同时有
关部门也应引起足够的注意，落实规范监
管。

切实打击天价代祭等乱象。多地警方
提醒，部分电商平台上由私人或组织标售
的代祭服务中，不乏诈骗团伙以代祭扫为
名骗取定金。专家指出，动辄五六千元甚
至上万元的所谓“代祭”“代哭”服务不
仅涉嫌违法违规，而且也与当前推动移风
易俗、弘扬生命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不符，
建议监管机构在依法依规严厉打击的同时

抓紧制定相关标准规范。
一些地方的正规代祭服务价格也并不

便宜，且缺少可选择的低价套餐。在北京
的一些墓园，包含一束鲜花、一份点心等
祭品的代祭套餐标价300余元；包含玫瑰
礼盒、各式水果、巧克力等祭品的套餐则
标价1000余元。专家指出，增加价格更
亲民的代祭服务类型是市民的切实需要，
也有利于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食物浪费。

对于网络祭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
业和信息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
公室主任赵精武提醒，不少此类网站或
APP会要求用户上传相关个人信息、音
视频材料等，这其中包含了用户大量重要
个人信息，如姓名身份、人脸信息等，一
定要注意选择具备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的网
站或 APP，否则容易出现个人信息泄
漏，造成损失。

他建议网信部门应在相关时间节点和
民政等部门联动，对相关网站、APP进
行专项检查，切实保障公众个人信息安
全。

“相较于形式，祭祀更应看重的是心
意。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形式，当人们在内
心怀念逝去的亲人时，就是一种家风和精
神的传承。”徐晓玲说。（参与采写：李雨
泽 毛俊）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云中一样寄哀思
——代祭扫、网络祭扫等远程新型祭扫方式调查

■新华社记者 冯 源

清明节，是一个怀念和感恩的日子。我们怀念先
人，感恩他们将生命的火种传递给我们；我们怀念先
贤，感恩他们以生命为灯火；我们怀念先烈，感恩他
们将生命迸发为能量，冲破进步之路上的艰难险阻。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中华民族是高度注重传统和传承的民族。我们注重传
统，是要充分认识到传统的分量，肩负起传承的责
任，让古老的传统在现代发扬光大。

从草昧初辟的年代直到激情燃烧的现在，“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的理念
早已植入中华民族的根脉。如今，守护根脉的责任又
落到了我们身上。

守护根脉，我们要守护好大好河山，要贯彻好“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天更蓝、山更青、水更
绿。守护根脉，我们也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让先秦
风骚、大汉歌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更加鲜活。守护根
脉，我们还要经营好自己的家庭，让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都良性发展，营造良好家风。守护根脉，我们更要坚持
以民为本，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为树立文化自信营造更为丰实的土壤。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是对父母的责
任，“追远”是对先人的责任，有了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我们这个民族才会涌现出一代代的民族脊梁，从而
历经五千年风雨，生生不息。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天清气明 守护民族的根脉

新华社天津4月4日电（记者 周润健）“燕子
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北京时间4月5日3时20
分将迎来“清明”节气。此时节，阳光明媚，新绿葱
葱，娇蕊争芳，春和景明，入眼皆是春意盎然。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清
明”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五个节气，也是春季第五个节
气。每年公历4月4日、5日或6日，太阳运行至黄经
15 度时进入“清明”节气，天地万物，清明洁净，
清澈明朗，清新悦目。

阳春四月，人们忍不住走到户外、田野、山边，
踏青游春，感受旖旎春光，拥抱明媚春天。民国才女
林徽因将“清明”开启的四月之美，抒发得淋漓尽
致：“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清明”既是节气，又与春节、端午、中秋并称
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罗澍伟说，“清明”祭扫，缅怀
先人，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利于弘扬孝道亲情，
唤醒家族共同记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随着
时代的进步，家庭追思、网络祭扫、陵园共祭等文明
低碳祭扫方式更值得提倡。

“清明”时处仲春、暮春之交，公众该如何养
生？罗澍伟结合养生保健专家给出的建议提醒说，此
时节阳气旺盛，阴气衰退，为适应自然法则，宜护卫
体内阳气，使之不断充沛和旺盛；适时晚睡早起，舒
缓形体，让神志怡然畅达。

饮食方面，宜用清补之品，食甘减酸，温润阳
气，益肝和中。春季肝气旺盛，食酸易致肝气更旺，
影响消化功能。脾胃虚弱者少吃性寒食物，以防阳气
生发受阻。菊花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代
茶饮，不但可以养肝利胆、疏通经脉，还可将冬季体
内积存的寒邪散发。

“清明”时节，天气转暖，细菌、病毒极易滋
生，是呼吸道传染病和肠胃病多发季节。起居、外
出，应注意添减衣物，“勿极寒，勿过热”，养成戴口罩、
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不扎堆、不聚集等良好
习惯，防止“病从口入”。如遇不适，应及时就医。

4月5日3时20分“清明”：

春和景明 入眼皆春意

■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

“湖上小桃三百树，一齐弹泪过清明”，4 月 5
日，迎来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清明历来是亲近
自然、踏青游玩、享受春光的季节，也是祭祀祖先和
逝去亲人的时节。古人对于清明十分重视，并留下许
许多多的诗词，或是享受生活，或是怀念亲人，抑或
是在生与死之间感悟人生哲理。

清明时节，空气温润，百花千卉共芬芳，目之所
及，处处充满着生动的神采。海棠妩媚，“海棠不惜
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桐花娉婷，“桐花万里丹
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樱花烂漫，“山深未必得春
迟，处处山樱花压枝”。

如果没有疫情影响，在这个春意盎然的美好时
节，人们大都会走出家门赏春踏青，享受明媚春光。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梨花风起正清
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清明天气醉游郎。莺儿狂。
燕儿狂”等诗词，既写出了别有一番情致的春日美
景，也展现了踏青时生动迷人的游春画卷。

一年一清明，一岁一追思。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
在清明扫墓祭祖的风俗，为逝去的亲人斟一杯水酒，摆
一束菊花，在哀痛悲伤之余，也让亲人知道，即使阴阳
两隔，世间最美好的东西也会与其同在，与之分享。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雨，离
人泪，写出了清明独有的凄清与哀思；“风吹旷野纸钱
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描绘了清明扫墓时的凄凉场景，
说尽了生死离别；“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
鹃”，表现了对亲人的悼念之情，感情真挚，催人泪下。

在惠风和畅、春光明媚时去追思先人，这样的悼
念和祭奠，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敦亲睦
族”的优秀传统和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态度，在
思念亲人、敬畏生命的同时，也在弘扬生之意义。

清明是承载情感的节日，春天是孕育万物的季
节。春光明媚，花开正好，与春天同行，美好与希冀
永驻。 新华社天津4月4日电

在古诗词中“邂逅”清明

4月1日，游璐 （右） 和同事一起在重庆灵安陵园进行代客祭扫。今年27岁的游璐是重庆灵安陵园的一名代客祭扫礼仪师。
2018年大学毕业后，游璐来到灵安陵园从事代客祭扫等工作。如今，游璐已参与完成了200多例代客祭扫服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