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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清明节作为我国祭祖追
思的节日，承载着祭祀感恩的意义。

近年来，节地生态安葬逐渐进入人们视野。随着民政
部门相关补贴激励机制的建立与管理办法的出台，这种
回归自然的绿色安葬方式也逐渐被更多人接受。

骨灰撒海，形返自然

滔滔碧海铺花径，茸茸青丝寄追思。在低沉的音乐
中，手中的骨灰与鲜花一起撒入大海，飘向远方。这是记
者在“2019 年京津冀协同骨灰海葬首航活动”现场看到
的场景。

4月 2 日，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国际邮轮母港码
头内，国内首艘骨灰撒海专用船“国宾 9 号”缓缓驶出码
头，黑底白字的标牌悬挂在船身的醒目位置，二层的栏杆
上挂着 4个白色花圈，上面写着“情系渤海，爱在心间”八
个字，整艘船显得庄严肃穆。

上午 10时许，搭载着 31 名逝者骨灰和 100余名亲
属的专用船抵达预定海域。

“骨灰撒海，形返自然。”伴随着主持人的话语和回荡
在船舱内的海魂之歌，告别仪式开始。

在主持人的带领下，亲属们进行了默哀与告别，互相
搀扶着手捧骨灰盒逐一走出船舱。甲板之上，亲属手中的
骨灰与花瓣一起，停留片刻后，终入大海，飘向远方。

“选择海葬是我岳父的遗愿，老人最朴素的想法就是
给孩子们减轻负担。”逝者家属万先生告诉记者，不管是
从给家人减轻负担的角度还是为后人节约土地的角度，
骨灰海葬的方式他本人是可以接受的。“政策倡导并且所
有的海葬支出都由民政部门负担，这种方式也挺好的。”
万先生表示。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民政部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
有关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的管理办法，对选择骨灰撒海或
骨灰自然葬的北京市户籍亡故居民除给予政府补贴，还
减免一些殡仪服务的基础费用。同时，每份骨灰可有 6 名
亲属免费随行，参加海葬活动。

在政策倡导下，像万先生岳父一样选择骨灰海葬的
人越来越多，渐成新选择。据统计，从 1994 年到 2018 年，
北京市共举办 485 批次骨灰撒海活动，2 . 17万余份骨灰
投入到大海的怀抱。京津冀三地共同组织骨灰海葬活动
已有 20 多年历史，累计撒海骨灰近 5万份，参与家属 12
万余人次。

“以树代墓”，为后代留下一片绿色

“万物萌生，风清日朗。形返自然，魂归天堂。”伴随着
公祭祭文与低沉的音乐，逝者家属们手握鲜花、凝视纪念
碑，用向纪念碑敬献花的方式表达对逝者的思念。

清明前夕，数百名生态安葬逝者家属代表聚集至北
京市长青生命纪念园生态葬纪念广场上。在这里，大家共
祭逝者，追思故人。

“生态安葬主要是环保，另一方面也是故人生前的遗
愿。”已是满头白发的陈女士告诉记者，老伴 2017 年去世
后，家人根据遗愿，将他的骨灰埋在树下，与大自然融为
一体。“今年我已经是第二次来祭奠他，因为和他生前就
做好了约定，所以我可以接受这种方式。”

在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安
葬方式外，公墓还向逝者家属提供生肖景观葬、怀思阁骨
灰深葬等安葬方式。

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业务科科长张存容介绍，八
宝山人民公墓为了满足“优抚对象”等特殊群体的需求，
推出了生肖景观葬的安葬形式。其安葬墙体嵌有“十二生
肖传说浮雕”，墙体上码放景观花盆式碑体，盆内可以插
放鲜花、绢花，盆内侧刻写逝者姓名及生卒时间，外侧为
各种雕花。骨灰安葬于墙体内部，每个穴位可以安放两份
骨灰。此外，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八宝山人民公墓还推出
了怀思阁骨灰深葬的安葬形式。这种安葬形式采用封存
式集体深葬，将骨灰按办理顺序码放于怀思阁内，并将逝
者姓名刻在外墙上，以便祭祀。
记者还了解到，骨灰自然葬是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推出的节地生态葬式。骨灰自然葬采用的是可降解容器
或者直接将骨灰藏纳土中的方式，将逝者骨灰深埋在景观
生态葬区，安葬区域只以植树、植花、植草等形式进行美
化，逝者家属可通过二维码、电子墓碑、集体共祭、日常祭
奠等多种方式进行追思。2018 年，北京市民政部门为 435
位京籍逝者提供骨灰自然葬，财政补贴 174 万元。

北京市八宝山礼仪公司副总经理王德东表示：“这几
年我们节地生态安葬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骨灰
撒海的次数相比于上世纪 90 年代翻了一番，说明百姓的
接受度越来越高。”

逝者家属李永力告诉记者，他的父亲于 2006 年去
世，他也见证了长青生命纪念园内海葬生态葬纪念碑的
落成。他有三个愿望：生态葬纪念碑祭奠活动、海葬逝者

家属海上祭奠活动、网上祭奠活动。“现在第一个愿望
已经实现了，希望剩下两个愿望也能很快实现。”

普及新观念，任重而道远

殡葬观念是数千年留下的传统，改革谈何容易。张
存容告诉记者，以八宝山人民公墓为例，土地资源非常
有限。目前传统安葬方式的区域已经接近饱和。

“我们通过播放宣传片、宣传节地生态安葬的优
点，希望逝者家属可以接受这样的安葬方式。”张存容
表示，怀思阁骨灰深葬既满足“入土为安”的传统安葬
习俗，又节约了土地资源、保护了生态环境，并且管理
期限比传统安葬形式长许多，达到了 50 年，这也让越
来越多的逝者家属开始接受节地生态安葬。“原来生态
安葬骨灰的数量，20 年加起来大概 2000份左右，现在
一年就近 300份，人们的接受程度提高了不少。”

北京市民政局副巡视员李全喜介绍，近年来，北京
市民政局率先出台了《关于健全本市节地生态安葬补
贴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和《北京市节地生态安葬补
贴管理办法》。“京籍逝者亲属可向定点服务单位申请
办理节地生态安葬，在提交材料和审核通过后，便可享
受相应的节地生态安葬服务费用减免。”

此外，北京市也在全面推进生态墓园建设。“景观
优先、先建公园后建墓园、建墓(地)不见墓(碑)”，这是
北京市提出的生态墓园建设原则。

据了解，生态墓园是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与传统
殡葬文化进行融合的多功能墓园。在这里逝者家属可
以选择树葬、花葬、草坪葬、水景葬、景观石葬等多种生
态葬式，每种葬式会充分利用植被景观依势布局，营造
出“让生命回归自然”的意境。

“生态墓园绿化覆盖率达到 90%，且植被品种丰
富、园林景观优美，让生态墓园融入城市景观之中。”李
全喜表示，到 2020 年底，北京市所有存在墓地的区都
要建设一处生态墓园(区)。同时，北京市公益性节地生
态安葬设施将在 2020 年覆盖到乡镇，骨灰格位存放、
树葬、海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比例也将达到 50%以上。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委员、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
示，普及生态安葬需引导与规范并重。今年，北京市还
将出台一系列措施，规范生态安葬，以生态理念为后代
子孙留下青山绿水，留下文脉懿德。

(本报记者邰思聪)

政策倡导、节约土地，以生态理念为后代子孙留下青山绿水

形返自然，生态安葬渐成新选择

据新华社西安 4 月 3 日电(记者
姜辰蓉)伴随着蒙蒙烟雨和清新的诗
朗诵，人们陆续走到公祭桌前献上
手中的鲜花，在公祭牌上留下缅怀
的语句。4月 2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
灞桥区纺织城街道三棉社区举办的
“社区公祭”中，百余名社区居民以一
种全新的绿色环保方式祭祀先祖、
缅怀故人。近年来，在民政部门的推
动下，西安市社区公祭点已由 2011
年的 4 个，增加到目前的 519 个。

西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朱友明
说，每年清明，西安约 200 万群众
有祭祀祭扫需求，祭祀焚烧不仅增
加了防火压力，也造成环境污染。
为此，西安市民政局不断探索“绿
色、文明、低碳”的祭扫方式，从
2011 年开始，以“社区公祭”的方
式，搭建缅怀亲人、表达感情、传承
文化的平台，方便市民在家门口进
行文明祭祀。

记者在社区公祭现场看到，人
们不仅可以领取免费的祭祀鲜花、
丝带、卡片等物品，还可通过宣读诗
文、诉说往事寄托哀思，表达对亲人
的怀念。今年 71 岁的三棉社区居民
窦玉芳说：“没有烟熏火燎，有诗、有
鲜花、有音乐，这样的祭祀方式不仅
环保，也更有文化氛围。”

近年来，西安市民政局不断倡导文明祭祀，许多西
安市民的祭扫方式已经由以前的“引导使用鲜花祭扫”
转换为“主动使用鲜花祭扫”。去年清明节期间，西安各
公墓清理燃烧后烧纸灰的数量下降到了往年的三成，鲜
花祭扫已经成为西安市民的首选祭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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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4 月 2 日电(记者陈爱平、孙丽萍)春光
无限好，何不去走走？记者从多家旅游机构获悉，我国正
迎来居民踏青赏花出游高峰，预计在即将到来的清明和
“五一”小长假，国内游客将双双超过 1亿人次。业内人士
指出，春季出游热折射出国内旅游市场的大空间。多方应
进一步发力，优化供给推动旅游升级。

“以花为媒”，游客踏青赏花“意正浓”

眼下，64 岁的重庆市民周红梅正和 30 多名中老年
朋友一起包车，一路途径婺源、乌镇、无锡、泰州，将在清
明小长假抵达南京和上海。这些地方她之前都曾旅游过，
但沿途繁花盛开的景象还是让她拍照“停不下来”。

上海旅游集散总站消息显示，天气转暖，长江以南
地区开始进入花期，樱花、油菜花、桃花、牡丹花、郁金香
等花期错落。清明节小长假期间，相关旅游线路预订“爆
棚”。云南、广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亦是繁花盛开。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18 年清明小长假期间，
全国共接待国内旅游总人数 1 . 01亿人次，全国实现旅游
收入 421亿元。基于今年居民出游热情高涨，携程旅行网
等旅游机构预计，2019 年清明节出游人次将超 1 . 1 亿。

携程介绍，该平台上已有来自 500 多个国内外城市
的旅游者预订了清明小长假期间的跟团游、自由行、定制
旅游等相关旅游服务，足迹覆盖 88个国家和地区。
以赏樱为目的的赴日本自由行颇受青睐。携程预计，

在 2019 年日本“赏樱季”将有约 100万中国游客赴日旅
游。同时，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将迎来大批中国游客。

“五一”小长假“接力”，高品质线路

更受关注

中国政府网近日公布，将今年劳动节放假安排调整
为 5月 1 日至 4 日。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去年“五一”
假日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1 . 47亿人次。

看到假期调整消息后，原计划在家休整一天的上海
市民徐正娜迅速预订了前往西安的 4 天旅行。尽管价格
较平日上浮了两成左右，徐正娜和丈夫还是很期待这次
的“古城之旅”。

携程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研究员彭亮预计，“接
力”清明小长假出游热潮，今年“五一”小长假预计将有
1 . 5 亿人次出游，这对于国内游、短途游、高铁游、自驾游
等细分领域都将会有很大促进。

驴妈妈旅游网平台显示，“五一”小长假出游相关搜
索集中在重庆、杭州、上海、北京、成都、西安等国内城市
以及日本、东南亚等周边出境游目的地。

各家旅行社还观察到，定制游、高品质旅游线路等
特色化、个性化旅游在清明和“五一”小长假比往年更受
游客关注，高星级酒店的预订量占比也比往年更高一
些。

多方发力优化供给，推动旅游升级

分析人士指出，我国应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降低旅游成本、优化休假供给方式、增加旅游休闲产
品，多方发力推动旅游消费升级。

专家认为，相关监管部门还应关注“机票产品退订
难”“游客个人信息保护”“景区旺季宰客”等消费者投
诉热点痛点，对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精准打击”。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对 2018 年以来尚
未出台降价措施的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全面开展门票
定价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价格评估工作，以游客集中
出行时间段为重要节点，降低景区偏高门票价格水平。

华东师范大学休闲研究中心主任楼嘉军说，相关
地区可考虑推出应季的“铁路+景区”便捷、便宜的交通
方式，打通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文化旅游会展研究中心主任
何建民建议，继续通过优化节假日供给方式保障人们
享受美好假期。未来，“假期供给”还可以更灵活。

记者了解到，多地正推出应景适时的文化和旅游
产品。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发布 40 条融合文化元
素的旅游线路，涵盖外滩建筑艺术、寻源红色初心、寻
宝老上海、音乐剧等多个主题；北京重点推荐 18 条“清
明踏青红色之旅”主题线路；重庆推出 160 多项春季文
化旅游活动，涵盖赏花、体育运动、民俗文化多个主题。

踏青高峰，春季“假期供给”盼升级
今年清明和“五一”小长假，国内游客预计将双双超过 1 亿人次

（上接 1 版）“受父亲的影响，我投笔从戎，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父
亲身上的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使命担当，是指引我不断奋进的精神坐标。”烈士
之子、年近 90 岁的老战士石毅说。

忧国忘家、捐躯济难的英烈们，都以赤子之心铸就钢铁城墙，以泰山之力
撑起民族脊梁。

今天，在追思怀远的清明时节，我们向他们致敬。
我们致敬，向“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的报国之心———
2018 年 8月 20 日，受台风“温比亚”过境影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第七六〇研究所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出现险情。
监控视频显示，危难关头，第七六〇所副所长黄群带领 11 名同志组成抢

险队，在狂风暴雨中毅然冲上码头。一个巨浪袭来，几名同志倒下了。浪头过
去，一个个身影又站了起来，目标仍然向前！

最终试验平台安然无恙，黄群、宋月才、姜开斌三人却不幸坠海牺牲，谱写
了一曲许党报国的壮歌。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有时是一瞬间的决断，有时则是一辈子
的坚守。

2009 年，海归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在英国的优厚待遇，怀着满腔爱国
热情重返祖国，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8年间，他带领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自己却因积劳成
疾，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用一生的努力诠释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精神品格。

我们致敬，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坚韧之志———
“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

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上世纪 20 年代末，中共
建党的元老何叔衡，在苏联学习期间给儿子何新九的一封家书中如是写道。
不惧艰险，忠诚报国。
1966 年至 1978 年，为修建连接中巴边境的喀喇昆仑公路，数百名中国工

程技术人员立志打通“天路”、慨然捐躯，其中 88 人永远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2015 年建军节前夕，万里之外的“非洲之角”索马里，中国武警战士张楠

为了祖国的外交事业壮烈牺牲，以 28 岁的青春热血最后一次向军旗敬礼；
2017 年 6月，年仅 34 岁的彝族警察贾巴伍各在搜捕在逃毒贩的过程中

遭遇伏击，倒在了缉毒前线，为共和国的禁毒战争奋战到最后一刻。
我们致敬，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人民情怀———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1963 年冬，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冒着严寒走进许楼村一个低矮的

柴门，看望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握住双目失明的老大娘的手，焦裕禄问寒问
饥。一旁的老大爷问：“你是谁？”焦裕禄回答：“我是您的儿子。”老人哆嗦着手
不停地抚摸着焦书记，热泪纵横。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从群众中汲取更强大。
50 多年后的今天，被老百姓称为“当代焦裕禄”的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委

书记廖俊波，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了爱他和他深爱着的闽邦乡亲，践行了共产党
员“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成为新时期优秀县委书记的新标杆。

“群众遇到困难来找我们的时候，一定要换位思考，想想如果我们站在他
们的位置上该怎么办，这时候你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帮他们去办事。”他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致敬，向“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的赤子之心———
一口水窖、三只小狗、四座航标灯、数十棵被吹歪的苦楝树、200 多面升过

的旧国旗，勾勒出王继才 32 年的守岛岁月。
2018 年 7月 27 日，这位积劳成疾的老民兵，倒在了开山岛的台阶上，再

也没有醒来。他用一辈子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
凡的人生华章。

全国劳模、党代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电
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液压泵厂数控工段长李斌的身上，有数不清的荣誉和头
衔。但他却对人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今年 2月 21 日，这位新时代知识工人的楷模走了。他用一辈子的奋斗实
现了自己“学一手好技术，当一个好工人”的朴素理想，用双手和智慧谱写了一
曲荡气回肠的劳动者之歌。

平凡中见非凡，细微处见品格。
爱国、忠诚、牺牲、奉献……英烈们或者危难之处显身手的担当，或者数十

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汇涓滴之力成就了国家建设发展的浩瀚江海。

梦想，成就于你我的传承与奋进

4月 2 日，四川省乐山井研县竹园烈士陵园，一座掩映于苍松翠柏间的墓
碑前，阿坝州消防救援支队 4 名队员肃立注目，向他们的好战友、好兄弟刘乃
夫致以深切缅怀。

2019 年农历大年初一，刘乃夫在执行消防任务返回途中，驾驶的消防车
因山路结冰失控。生死瞬间，他果断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挽救了车内的战友，自
己的生命却永远凝固。

“兄弟你走好。今后我们沿着你的路，继续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战
友们的心中燃起一团火。

最好的纪念在传承，最好的回馈是奋进！
今天，百年小康梦想近在咫尺，民族复兴梦想也越来越近。而实现梦想的

道路，注定了还有很多娄山关、腊子口，还会有更多的奉献与牺牲。
告别贫困，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
在眼下这场没有硝烟的脱贫攻坚战争中，一批又一批扶贫干部，用自己的

奉献之火，点燃贫困群众的必胜信念———
26 岁的王秋婷，生命定格在扶贫工作途中，《打通最后的 5 . 62公里》的日

志里，记录着她的脱贫梦想和对这片土地、这些困难群众深沉的爱；
曾誓言“不脱贫，把我的脑壳砍下来当夜壶”的张秀代，像打了鸡血一样为

了脱贫攻坚不懈努力，却因肺癌倒在了反贫困的最前线；
王新法不远千里来到湖南贫困村，带人加固河道，架起了 5 座桥，修建蓄

水池，倡导移风易俗“迁祖坟”增加耕地……终因劳累过度倒下，用身躯树起一
座血肉丰碑；

……
牺牲换来了人民的幸福。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减贫超过 1300万人，

2012 年末至 2018 年全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0 . 2%
下降到 1 . 7%。

深化改革，是对英烈最好的传承。
春满大地，万物勃发。安徽小岗村，前来沈浩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2019 年，沈浩离去已整整十年。十年前，小岗人悲痛自责：“沈浩是为我们

小岗村的发展累死的！”
沈浩走了，村民们三次挽留他的“红手印”留住了他鞠躬尽瘁、矢志不渝深

化改革的精神，也再次升华了“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小岗精神。
今天的中国改革第一村，深化改革的热潮如火如荼：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全面推进、产业园加快建设、红色旅游和特色现
代农业齐头并进……

改革者是先行者，更是实干家。
无论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还是绿了荒山造福百姓的“草鞋书记”

杨善洲，一个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党员干部，无不是为
了人民的幸福燃尽自己。

无论是邹碧华一生“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对司法体制进行大刀阔
斧的改革，还是李保国作为“太行山愚公”，多年来扑下身子、苦干实干，用科技
把荒山秃岭抛进历史、把绿水青山留给未来，攻坚克难、矢志不渝成了各行各
业的英雄们用生命书写的时代礼赞。
发愤图强，是对英烈最好的致敬。
该怎样理解“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航空英模罗阳，在我国自行研制的航母舰载机歼-15首次成功完成着舰

起降试验仅十几个小时后，突发心肌梗死。他将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航天事
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复旦大学教授钟扬，16年扎根青藏高原，带领团队收集 4000万颗种子，盘点

了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他为了高原种子的研究近乎痴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邓稼先、钱学森、郭永怀……一个个爱国科学家为了支撑起中华民族屹立

世界的信心与底气，将炽热的“中国心”镌刻在科学事业中，以身许国、无怨无
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如今，歼-15 战机已经成功攻克了在航母上夜间起降的技术，具备了全天
候作战能力；“钟扬生物多样性研究室”在西藏大学成立；黄大年的团队不仅补
充了新力量，而且在多个领域正取得重要进展……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新时代，新长征。英烈们代代相传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

信念，正如矗立在民族复兴航程中的灯塔与坐标，召唤着中华儿女在逐梦路上
奋勇前行。(参与采写：袁慧晶、吴振东、谢樱、萧永航、张紫赟、王飞航、董瑞丰)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 4 月 3 日，志愿者在鲜花兑换处给前来扫墓的百姓兑换可燃物，发放鲜花。临近清明，在浙江省湖州市织里
镇民政、妇联等部门的组织下，爱心志愿者们在公墓开展文明祭扫公益活动，通过发放文明祭扫倡议书、开设鲜花
兑换点、公益派送“寄往天堂的明信片”等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的文明祭扫方式。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文文明明祭祭扫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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