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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4 日电(记者罗争光、黄
玥)又是一年清明时。记者在国内多地采访发
现，不少祭扫场所“烟火味”越来越淡，“文化味”
越来越浓，尤其是一些生态绿色的殡葬形式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年来，各级民政部门大力推行殡葬改革，
提倡节地生态安葬，革除丧葬陋俗，一股殡葬新
风正轻抚华夏大地。

绿色，节地生态安葬渐入人心

清明节前夕，浙江省杭州市径山的茶园里，
一排排茶树生机勃勃，其中隐匿着一个生态安
葬陵园。这个陵园将墓位建于茶树下，增加了陵
园绿化面积，减小了墓穴占地，达到美观、节地
效果。

“百年之后，如果我能在这里回归自然，是
件不错的事。”有意选择“茶园葬”的杭州市民吴
先生说。

近年来，民政部门根据人口、耕地、交通等
状况，科学划分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在火葬
区，全面推行骨灰集中规范安葬，推广骨灰格位
存放、树葬、花葬、草坪葬、深埋等多种生态节地
的安葬方式，倡导海葬等不保留骨灰。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大中城市火化率多在
90% 以上。2018 年，全国共火化遗体 498 . 6 万
具，全年可为国家节约木材 700 多万立方米，节
约土地 6 万余亩。

经过多年的推行，各地节地生态安葬有
了较大进展。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北山已建
成全市首个生态示范墓园，生态墓园绿化覆
盖率达 90% 左右，能够提供自然葬、水景葬、
自然石葬等多种生态葬法；辽宁、江苏、湖北
等地支持乡镇公益性骨灰堂建设，引导骨灰
由“入土”向“入室”“上墙”转变，公墓发展日
趋生态化、艺术化、园林化。

新风，丧葬礼俗改革日趋文明

在陕西渭南大荔县平罗村，有一个“两改
议事会”，也称红白理事会，通过村规民约的
方式对婚丧嫁娶的车辆、场所、席面等进行严
格限制，如“简化各种祭奠仪式，提倡 3 天内
安葬”“严格控制席面桌数，每桌控制在 200
元以内”“乡邻人情往来控制在 50 元以内”
等。

据介绍，通过统一操办并严格标准，该村
群众过事平均花费相比以往节省 1 . 6 万元
以上。

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殡葬移风易俗。然
而，多年陋习实现扭转，非一日之功。为此，民
政部门加大改革力度，加强依法管理，把丧葬
礼俗改革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脱贫
攻坚重要内容，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坚持文化引领、示范引导、宣传教育、创新治
理同向发力，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

攀比等陈规陋习。

2018 年 12 月，民政部在陕西大荔召开
全国丧葬礼俗改革暨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座
谈会，各地民政部门现场交流推进丧葬礼俗
改革、加强公益性公墓建设的经验做法，共同
探讨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例如，江西南昌、吉安等地成立整治丧葬
陋俗领导小组，强化日常监管；天津实行文明
祭扫网格化管理，连续十多年开展“都市文
明、集体共祭”活动；吉林长春、大连等地开展
禁止生产、销售纸扎祭品、禁止在公共场所焚
烧祭品的“三禁”活动；河北、山东等地蓬勃发
展的红白理事会已成为规范当地群众治丧的
重要力量。

记者日前在宁夏银川松鹤陵园等公共墓
园看到，绝大多数祭扫群众手捧鲜花或人造
塑料花，墓园内已罕见“烟火味”。一些陵园还
在清明期间举办以缅怀、追思为主题的书画
展、诗歌朗诵等活动。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革殡葬礼俗
要把握“破”与“立”的关系，正确诠释和传承
殡葬传统礼俗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完善丧葬
礼俗规范标准，培树现代科学、文明节俭的丧
葬礼俗。

惠民，公共服务满足群众需求

殡葬公共服务是一项基本民生服务。

近年来，殡葬基础建设步伐加快，全国殡仪
馆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 2 2 3 家增至
1760 家，公墓由 24 家增至 1420 家。各地
民政部门推行价格公开公示制度，积极开
展网上服务、预约服务、引导服务、上门服
务等特色便民服务，努力满足个性化治丧
需求。

从 2009 年开始，民政部逐步推行以减免
基本殡葬服务费用政策，惠民殡葬政策基本
覆盖低收入群众，城乡公益性安葬设施加快
推进。同时不断加大殡葬服务供给，适应群众
多样化、多层次的殡葬服务需求。

如今，在北京、长沙等地，各殡葬服务
单位实施零元骨灰撒海或免费基本服务、
百元骨灰盒、千元殡仪服务和万元骨灰安
置的“零百千万”工程 ；在重庆、甘肃、宁夏
等地，明确要求经营性公墓开辟一定比例
的公益墓区，免费或低价提供给困难群
众。

“这些做法丰富了基本殡葬服务供
给形式。”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加快殡葬工作立法进程，尽快推动
完成《殡葬管理条例》修订工作，研究制
定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和老百姓期
待的深化殡葬改革政策，采取有效措施
规范殡葬服务市场，持续推进殡葬移风
易俗，真正解决殡葬方面老百姓的操心
事 、烦心事。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清明时
节，春回大地，天清气明，草木萌
动。二十四节气里，清明既是农事
节气又是文化的节日，对自然的
亲近、对先人的缅怀融合在一起，
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对天人合一、
千年一脉的追求。

古今同此时，山水共清明。既
是踏青季节，又是祭扫季节，清明
时分我们走近自然，体验青山隐
隐、绿水悠悠的诗情画意，感悟先
人“托体同山阿”的物我一体。我
们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不仅在地理空间意义上是这
样，在历史时间意义上更是如此。

我们热爱的水，仍然是李白咏过
的长江与黄河；我们崇敬的山，还
是杜甫唱过的西岭和东岳。我和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因为
创造了灿烂中华文明的先人，化
身绿水青山与我们同在。

我们有义务与责任守护好从
先秦两汉隋唐宋明绵延而来的美
丽山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
海不复回不能成为传说；长江之
水天际流，要千秋万代奔腾下去。

清明前后，植树插柳，就是要认识
并体验这绿水青山是我们从祖宗
传承而来，不仅是当代人的金山
银山，还要完美无缺交付给生生
不息的炎黄子孙。像一代又一代
先人一样，我们都将化身赤县神
州的绿水青山。踏青祭扫，要领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并决心身体力行，让天更蓝、山更
青、水更绿。

绿水青山子规啼，一寸山河
一寸血。我们由诗词歌赋咏唱千
年的美丽国土，也是由亿万血肉
之躯铸就的。2019 年是新中国成
立七十周年，绿水青山唤醒红色
的记忆。清明节讲究“慎终追远”，
本义是指缅怀追思先人。当代中
国人赋予其追念先烈的明确意蕴。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
立、人民幸福，数以千万的英雄烈士前仆后继，鲜血染红了
江河，数不清的英烈没有留下子孙，没有留下坟墓，甚至没
有留下姓名。我们要以子孙之名，把这样一个清明节祭献于
他们。我们是诗词之国、文明之邦，也是节气之国、英雄之
邦。青山处处埋忠骨，他们生前不需要金钱，死后不需要纸
钱，但需要我们呵护他们以身相殉的国土。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
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清明看山河，心香作然诺。这
是先烈鲜血浇筑的国土，父祖汗水灌溉的家园，我们一定要
还之以美丽、宁静、和谐，让美丽中国风光永驻。

(记者王立彬)新华社北京 4 月 4 日电

清
明
看
山
河

心
香
作
然
诺

“烟火味”越来越淡，“文化味”越来越浓
我国推进殡葬改革引领殡葬新风取得积极成效

新华社香港 4 月 5 日电(记者张雅诗)清明节前夕，香
港市民苏先生前往位于港岛南区的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
扶林道坟场，悼念他半年前病逝的妻子。

“去年 6 月，妻子病重时为自己安排丧礼，已决定不要
骨灰位，希望在纪念花园撒灰。”苏先生认同他太太的想法，
认为纪念逝者不一定要一座具体的墓碑，因为最美好的片
段都在脑海里。

香港地少人多，人们死后缺乏地方安葬一直是社会关
注的课题。有鉴于此，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提倡绿色殡葬，并
逐渐为市民大众所接受。

香港的绿色殡葬主要分为纪念花园撒灰和海上撒灰，
而前者一直较后者更受欢迎。以去年为例，在纪念花园撒灰
的占绿色殡葬总数的近 85%。

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自 2010 年起提供免费渡轮
服务，让市民在香港指定海域撒灰。目前全港有 12 个由食
环署管理的纪念花园，还有两个由私人坟场管理。

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是私人坟场，除了
土葬墓地和骨灰位，还设有一个名为“思恩园”的纪念花园，
环境宁静清幽。花园辟出了一块花圃造型、铺满鹅卵石的地
方用作撒灰，并设有刻上逝者名字的石碑。

在香港，一般来说，市民为死去亲人举办丧礼后，遗体
随即火化，然后市民将骨灰领回，另作安置。像苏先生那样，
选择为太太在纪念花园撒灰，两个月内便完成安葬程序。

“对于家属来说，能尽快安顿逝者的后事，也是一种安
慰。”苏先生表示，近年来公营和私人坟场的骨灰位均不敷
应用，需要抽签。他回忆其父亲于 10 年前去世，等了 3 年多
才有公营骨灰位空出来，作永久安放。

为纾缓骨灰位不足的情况，特区政府在 10 多年前已经
开始推广绿色殡葬，最初反应一般。食环署的最新数据显
示，绿色殡葬由 2012 年的 2814 宗增至 2018 年的 6324 宗，
分别占死亡总人数的 6 . 4% 和 13 . 3%。

“我已经跟儿女说好，在我过身后将骨灰撒在纪念花
园。”75 岁的练太太在 3 月底参加一场“身后安排资讯讲
座”时说。该讲座由食环署举办，内容包括绿色殡葬。

练太太告诉记者，选择绿色殡葬是希望其后代少一些
顾虑，而且她喜欢纪念花园优美的环境，接近大自然，有生
生不息的感觉。

很早以前，基于让先人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香港流行
土葬。随着土地问题日益严峻，港人逐渐接受火葬安排，近
年占死亡个案总数约九成。后来骨灰位也短缺，有市民去世
多年仍未得安葬。这就是练太太所说的“顾虑”。

“公营骨灰位要抽签轮候，至于一些私营的骨灰龛场，
听说买一个位动辄要几十万(港元)，而且不知道是否符合
政府规格。”她说。

为进一步推动绿色殡葬，食环署于 1 月设立中央登记
名册，让市民登记他们选择绿色殡葬的意愿。登记人一旦离
世，其亲友申请火化服务时，食环署便可从登记名册知道死
者意愿，告知其亲友。

“我们都预备登记了，为自己的事早作打算，让年轻人
更清楚我们的想法。”练太太和丈夫异口同声地说。

绿色殡葬

渐为港人接受

■记者观察

殡葬新观念渐入人心 祭扫新方式渐获认同
▲辽源市民在树葬纪念园内祭扫（4 月 3 日摄）。

清明期间，又到了一年中的祭扫高峰。在吉林省部分地区，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绿色、节地的安葬方式，传递着“生命回归大地，骨
灰融入自然”的观念，正在被一些逝者家属接受。 新华社记者林宏摄

新华社沈阳 4
月 5 日电(记者王
炳坤)清明扫墓，你
会选择怎样祭祀？
近日，辽宁一公墓
自助售卖鲜花，市
民自觉扫码付费、

自助付费找零，在
网络上传递了一股
文明之风。

清明前夕，福
寿园国际集团旗下
的辽宁观陵山艺术
园林公墓在园区多
个区域设立摊位，
推出自助售卖鲜花
服务。这些鲜花以
黄色、白色菊花为
主，工作人员将它
们摆入水桶，旁边
立起“诚信自取，每
支 1 元，每人限购
5 支”的牌子，很快
就引起扫墓市民的
青睐。

记者在公墓
工作人员录制的
现场视频中看到，
市民们先是感觉
惊奇，然后纷纷用
手机扫码，或者掏

出零钱自取鲜花，有的人没带零钱，就拿出整
钞到零钱箱里自助找零。“第一天下来，各个点
位的共计 500 支鲜花销售一空，我们清点收
入，市民们支付的金额不仅没有少，而且还高
于鲜花的售价。”观陵山公墓企划部总监杜石
磊说。

谈到推出自助售卖鲜花服务的原因，观陵
山公墓总经理赖美文介绍，为了响应《辽宁省公
墓管理办法》以及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焚烧祭
祀物品的相关规定，观陵山公墓从今年 3 月 1
日起全面推行绿色无烟祭扫。作为烧纸、放鞭的
替代品，园区倡导祭祀时摆放鲜花、填心愿卡、
系黄丝带等，并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售卖鲜
花。“一来倡导生态、环保的祭祀理念，二来做到
服务便民，免去了客户携带花束的负担。”

公墓的便民服务措施和市民的诚信之举，
很快在网上引起关注。在微信朋友圈，《观陵山
鲜花无人售卖》视频被很多沈阳人转发，而沈阳
一位网友将这段视频上传抖音，5 个小时播放
量就突破百万，10 多万人为之点赞。在网友的
留言中，“支持这种方式扫墓”“不要明火，花祭
最佳”“移风易俗，从我做起”等赞赏的声音占据
了主流。

辽宁省殡葬行业协会会长周游说，清明既
是一个纪念逝者的节点，也是一个精神传承的
节日，一簇黄菊不仅传递了文明祭祀理念，而且
在人们心中播下了诚信的“种子”，给社会带来
满满的正能量。

拿上安全帽、手机、宣传册、手锯、水壶……
刘登远 5 日早早便出了门。

“今天计划从 950 号铁塔走到 963 号铁塔。
这线下有好几处坟地，得多留心看看。”车行到
山脚，刘登远打开手机卫星地图，显示剩下来的
路还有 7 公里，只能靠徒步。

39 岁的刘登远是国网湖北检修公司的保
电队员，自参加工作以来，位于湖北团风县山区
的±500 千伏葛南线的这段 7 公里山路，成为他
每年清明的“踏青专线”。

山高路陡，刘登远一边扒开一人高的芭茅
往山上爬，一边还说道说道沿路的特色植物，简
直是一部“活百科”。“这里到处是当地特色的芭

茅，这种植物极易燃烧。”他说。
路上，遇到不少上山祭祖的村民都是刘

登远的老熟人，但他仍不忘递上一张宣传单，
并叮嘱一番：“天气干燥，山里枯草多，你们要
注意防火啊！”“发现情况，随时给我们打电
话。”

走走停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刘登
远来到了 955 号铁塔附近，正好遇到了在此
处祭祀的村民。刘登远停住了脚，没有立即上
前制止。

他与村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默默关
注着。待到祭祀快结束的时候，刘登远这才
快步走过去。他先向村民说明来意，然后指

了指头上的高压输电线路，又耐心解释了
一番山火对线路的危害和祭扫注意事项，
并递上一份防火宣传单。然后他继续回到
不远处候着，直到祭扫村民离开，确认坟前
明火熄灭，没有隐患后，刘登远才松了一口
气。

“要严防祭祀山火 ，也要讲究方式方
法，一般以提醒、宣传为主，消除隐患。强行
制止只会增加冲突的可能。”刘登远说，森
林防火最关键的，就是提高周边村民的防
火意识。

近年来，为确保清明期间电网线路周围
不发生山火，国网湖北检修公司还联合地方

林业、森林公安等单位，建立火情共享机制，
确保一旦发生山火，能够第一时间共同展开
行动，及时控制火情。

“像那种处于山头上的铁塔，周围一定得
提前留出防火隔离带。”刘登远边赶路，边指
着远处的一座铁塔说道。那是他的下一个目
的地。

巡山体力消耗大，走累了，刘登远会喊两
嗓子，和大山喊喊话，感受在大山里巡线才有
的畅快。巡完这段，还有一段近 8 公里的山路
等他去“踏青”。

(记者侯文坤)
新华社武汉 4 月 5 日电

新华社沈阳 4 月 5 日电(记者汪伟)进入
为亡妻设立的网上纪念馆，写下今年的祭文,
刘宇翻看着历史记录说，这些年自己和家里
的点点变化都写在这里，感觉网络祭奠更能
寄托心里的哀思。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多元化以及
海葬、树葬等新型殡葬方式逐渐被人们接受，
网络成为寄托哀思的新载体。在一些提供网
络祭奠的网站上，选择建立网上纪念馆，就可
以添加虚拟的墓碑、墓地。逝者家属可以选择

上传逝者的照片和创建相片集，并写上逝者
的生平及悼文，在思念亲人时，可以写祭奠文
章、留言，也可以点击上香、献歌等。

“老家要拆迁了，很不舍。所有的关于我
们少年的回忆都在那里，包括我们的最后一
次见面！”“路过来看看爷爷”“天热了，爷爷天
堂里照顾好自己，碰到外公两人一起做个伴，
别计较生前那些事了”……

记者随机点开一些人创建的网上纪念
馆，一些亲人真挚的留言让人泪目。在刘宇看

来，相比在墓地立一块石碑，网上可以更详
细记录下亲人的生平，写的一些祭奠文章
也和到墓地前“念叨两句”完全不同。

在互联网上，还有为海葬、树葬等开发
的网络纪念馆。位于沈阳市南部的龙泉古
园内，顺路依坡而建的黑色理石碑刻着海
葬者的名字供家属纪念。前来祭扫的韩姓
市民说，自己也在网上为亲人设立了纪念
馆，没有了形式上的墓地，传统的祭扫方式
也在淡化。

清明，一位保电员的 7 公里“踏青专线”

互联网为清明祭奠提供新载体

辽
宁
一
公
墓
﹃
自
助
售
花
﹄

传
新
风
播
下
﹃
诚
信
种
子
﹄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