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风拂面，别样清明一样情
□ 本报记者 宋亚鲁 段婷婷 李媛 赵念东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是回首来路、思念

祭奠之时节，更是感悟生死、赓续家风之契机。近年来，我省不断推动移风易

俗，探索殡葬改革，实现了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减负”，更让文明、节俭、绿

色的殡葬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缅怀追思，心胜于形，这个清明，越来越多人通过

现代文明祭祀方式怀念逝者，让“清”“明”之风吹遍齐鲁。

□ 本报记者 纪伟 本报通讯员 张圣虎

“倡导网络祭扫、鲜花祭扫、家庭追思等文明低碳祭
扫方式，以献一束花、植一棵树、清扫墓碑等无烟祭扫方
式寄托哀思。”4月3日，清明节前夕，蒙阴县殡仪馆馆长
崔思远一大早就安排馆内的宣传车发出，在蒙阴县的大街
小巷播放《蒙阴县“文明祭扫绿色清明”倡议书》，倡导
群众践行文明祭祀新风尚。

今年是崔思远来到殡仪馆工作的第8个年头。2014
年，当时30岁的崔思远服从组织安排，由蒙阴县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调入蒙阴县殡仪馆工作，成为了殡仪馆馆长。

“同事告诉我，我可能是全省殡葬行业最年轻的女殡
仪馆长。”崔思远说，当时她考虑到自己专业对口，毫不
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但身边亲友却极力劝阻：“一个女孩子家，干点啥不
好，非要和去世的人打交道？”“这种地方，是正常人待
的吗？”亲朋好友都不太能接受这个有些“晦气”的岗
位，甚至有人因为这份工作远离了她。

“殡葬业也是重要的民生事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这个岗位上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崔思远说。

投身殡葬服务事业的这些年来，崔思远见证了殡葬行
业从“冰冷”变得暖心的全过程。

“最开始的时候，处理一具遗体费用约为1400元。”
据崔思远介绍，当时这笔费用里包含了600元火化费、300
元运输费、100元骨灰盒费，还有400元左右的综合服务
费，并不算小钱，尤其是对于经济情况不好的家庭来说，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2017年，临沂市开始探索殡葬行业惠民改革，逐步减
免这些费用。“刚开始的几个月，殡仪馆没有了收入，但
财政补贴还没有到账，日常经费开支都难以维持。不过改
革总体上还是顺利地推行了下去。”崔思远说。

殡仪馆的工作每天都要面对痛失亲友的群众，更需要
提升服务质量。崔思远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职工进
行行为规范管理，对丧主办理丧事、群众咨询等，均实行
严格的“首问责任制”，要求职工使用文明用语。

这几年，蒙阴县殡仪馆还开展“殡葬服务开放日”和
“殡葬宣传月”等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代表走进殡仪
馆，了解殡葬文化、殡葬现状等，让殡葬工作不再冰冷。

“经过连续三四年的大力改革，‘惠民殡葬’已经获
得了很大的成效，我们帮助群众不花一分钱办完身后事，
还注重提升服务质量提供暖心服务。”崔思远说。

2014年，30岁的崔思远成为蒙阴县殡仪馆

馆长，经历了“惠民殡葬”改革全过程……

8年殡仪馆长，

她见证殡葬不再“冰冷”

龙口

“云追思”“代祭扫”渐风行
4月1日晚，不能回老家过清明节的张珺，在微信公众号“青岛殡葬96444”上点击

“网上追思”，为奶奶创建了线上纪念馆。她给奶奶献了一束菊花、一盘水果，上了三炷
香，还点播了歌曲《送别》。最后，她将线上纪念馆分享至家庭群，邀请亲人共同祭奠。

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潘红春告诉记者，去年全省有230万人次参与网络祭扫。“据我
观察，大家对这种祭奠方式接受度普遍较高，今年参与网络祭扫的人数预计比去年更多。”

在龙口市凤凰山公墓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目前已有418条祭奠记录。据凤凰山公墓
负责人孙胜武介绍，大家只需要在网站上点击“我要祭祀”，便可以为故去的亲人留言祭
奠。济南市则继续沿用公益性网上祭扫通道“云追思·济南祭扫网”，市民可以根据需求
选择“公祭”“家祭”“友祭”。截至4月3日13时，“云追思·济南祭扫网”平台累计参
与数已达217万人次，创建祭奠厅6万余个，留言近20万条。

清明时节，家国同祭。“最勇敢的人是你们，最可爱的人也是你们！”这是单县实验
中学六年级学生权一晨在山东英烈网的留言。借助山东英烈网“网上祭奠”功能，祭拜者
可以看到23万余名有名烈士的纪念堂，读到千篇烈士事迹。记者随机点开一位烈士的纪念
堂，发现已有1673人献花，2972次祭拜。

祭祖扫墓、缅怀先烈，重在心，不拘于形。从去年开始，各地公墓和殡仪馆等殡葬服
务单位开始提供“代祭”服务，并一直延续至今。

凤凰山公墓工作人员曲乐帅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对15个墓穴进行了“代祭扫”。
“我们主要根据大家的需求，去擦拭墓碑，献花，并鞠躬。”曲乐帅说，凤凰山公墓现处
于半开放状态，最近每天都会在园区北广场设置一个区域，集中摆放绢花和长明灯，进行
统一的“代祭扫”。

回望历史，清明节的祭祀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新的祭扫方式给了我们更多
选择。”潘红春说，“这些方式既可以表达对逝者的怀念，又缓解了集中祭祀给交通和疫
情防控带来的压力，值得倡导。”

济南

走进殡仪馆，上一堂生命教育课
“因为在殡仪馆工作，以前回家，我很少在楼道逗留，都是抓紧上楼，就怕邻居心存

芥蒂。如今，大家经常主动拉着我问，工作是什么样的，还问能不能去参观。”临近清明，济南
市第二殡仪馆“爱·在社区”活动走进济南市百花社区，驻馆社工苏建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
的人不再忌讳谈及死亡、殡葬，还有不少人现场咨询海葬等绿色生态殡葬方式。

引导人们正视死亡、敬畏生命，传递正确的生死观、价值观，这正是开展生命教育的
重要意义。

绿树红桃掩饰之下，一条宽阔的大道沿着山体向上延伸，出生、读书、择业……每走
几步，便有不同的雕塑标注着人生节点。4月3日，记者来到济南市第二殡仪馆，走在这条
“生命之路”上，感受更多的是生命的希冀和人生的思考。

“我们把殡仪馆的大门打开，变成生命教育基地，就是想改变殡仪馆冰冷生硬的固有
印象。”济南市第二殡仪馆副馆长曲晓光介绍，从2014年起，济南市第二殡仪馆在殡葬服
务基础上，延伸打造“爱·莲说”生命教育品牌，让生命·文化·宣传·教育这一课题在
殡仪馆落地生根、发芽开花。

“生命教育从进校园开始。”苏建回忆，2014年，他们在锦屏学校，利用班会时间，
通过视频、游戏等方式，与孩子们分享生命教育的心得、感悟。“孩子好奇心重，会问很
多问题，比如火化是怎么回事，我们用工作流程引导孩子正确认知。”苏建说，“孩子成
见少，接受度很高。我们也希望通过孩子，反过来影响家长。”后来，陆续有学校主动找
来，要求将生命教育引入课堂。

2018年，“爱·莲说”生命教育发展迅速。从那年清明节起，济南市第二殡仪馆会举
办开放周活动，市民可自由报名前来参观。如今，“爱·莲说”生命教育内涵不断扩展，
延伸出“爱·在社区”“爱·在课堂”“爱·心接力”等六大爱心项目，走出了一条温暖
且坚定的生命教育之路，累计开展活动百余次，服务群众万余人。

青岛

入海而安，2万逝者骨灰撒入大海
“大海广阔而包容，又富有生机和活力，将骨灰撒入青岛的大海，是我父母的心愿。

今天，我们完成了二老的遗愿。”4月1日上午，来自南京的孙坤（化名）兄妹一行四人，
在青岛市殡葬管理所工作人员张钰的帮助下，将两位老人的骨灰坛沉入蔚蓝大海，并抛洒
鲜花以表追思之情。

整个过程简单却不失庄重。返航时，兄妹四人不时地回头凝望那平静的海面，眼眶早
已湿润。“老人有入海而安回归自然的愿望，我们当然支持而且还要学习，把这种美德传
下去。”孙坤说，从打电话咨询到最终完成仪式不过3天时间，青岛市殡葬管理所工作人
员全程一对一服务，便捷又省心。

“从1991年首次开展海葬到今年3月底，我们一共海葬了来自全国的22769名逝者。刚
才我还接了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咨询电话。”青岛市殡葬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田安峰说，过
去青岛海葬主要选春秋两季集中举行一次，可随着百姓观念转变，参与者日渐增多，2016
年起，青岛市民政部门变大规模、单批次海葬为小规模、多批次常态化海葬，既有满足基
本民生的集体模式，又有针对大众不同需求的多样化定制套餐，还组建专门服务团队从礼
仪、形式上进行精心设计提供精准服务，青岛海葬服务逐步走向“深蓝”。

为解决海葬重“葬”轻“祭”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青岛市殡葬管理所陆续举办了以“让
大海带去我们的思念”为主题的多次海上绿色公祭活动。海葬惠民方面，青岛市每位本市户
籍海葬逝者减免资金从500元上涨到1000元，岛城百姓对海葬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让逝者回归自然的海葬，不留骨灰，不占土地，一直是我们大力倡导的生态殡葬方
式，这些年开展海葬节约了近120亩土地，这在土地资源紧缺、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当下意
义更为重大。”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黄桢说。

巨野

白事“一碗菜” 年省过亿元
李红是巨野县田庄镇栾官屯村的保洁员，更是村中人居环境的“晴雨表”。“前些年村里

每次办完红白喜事，饭菜残渣、塑料袋、方便筷等垃圾满地都是，光打扫地面就得多半天。自
从实行了丧事就餐‘一碗菜’，这些现象基本都没有了，俺们的工作越来越轻松了。”李红说。

何谓“一碗菜”？就是在办白事时，亲朋好友不摆成桌酒席，而是每人一碗大锅菜，
丧事事主可根据自身经济条件选择肉多菜少或菜多肉少，每碗菜成本不过十元钱，一个村
基本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减少了攀比之风。

“前些年，村里丧事流行大操大办、吃大席、吃流水席，死要面子活受罪。”今年70
多岁的毕泗江是栾官屯村的老支书，从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他一直在村里
的红白理事会忙活着，“有钱的人家他想办大，没钱的借钱也得办大，并且他比有钱的办
得还大，就是为了面子。”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顽疾陋习，巨野县推行丧事就餐“一碗菜”，每碗菜价格在5元至8
元，实现了634个行政村全覆盖。此举每年可为全县群众减轻经济负担1 . 5亿元。

随后，巨野县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移风易俗工作的意见》，除了白事“一碗菜”，
还提倡丧事操办不用烟酒或少用烟酒，控制治丧规模；简化治丧形式，提倡使用小型环保
纸扎等。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村民操办丧事总费用每例平均降至3500元左右。

“我们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过程中，以农村移风易俗为重点，以整治红白事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现象为切入点，在取得阶段性成效后，我们顺势扩大到厚养薄葬、喜事新
办、垃圾分类等领域，在乡村营造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浓厚氛围，进而带动提升
了全县乡村文明水平。”巨野县委书记王昌华说。

敬爱的老一辈奋斗者：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后辈，一名在校大学生。
杏花微雨，又至清明。透过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帘，看

见拔节的柳芽，我想起了你们——— 鞠躬尽瘁、舍生忘死，
让共和国如同这春天一般蓬勃生长、发展壮大的你们。

“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山河待后生。”提笔之时，
思绪万千。你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坚定不移的意志与
信念，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与安宁。这一点一滴，共和
国记得。我，我们，共和国新一代的孩子们，都记得。

每年烈士纪念日，我都会去烈士陵园，手握鲜花，在
纪念碑前默默向你们致敬，为你们祝福。你们这跨越时空
的爱与坚守，用生命为中华民族铸成的血肉长城，在我们
心中，永垂不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你们，
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亲身践行者，同时也是红色精神
的弘扬者。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下，中国人
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盛世如您所
愿，我现在是多么迫切地想要把我的喜悦传递给你们。我
想你们听到这些，也会很开心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
会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将你们带给我们的正能量融于心
底、融入生活。我们会攻坚克难，不断为国家科研事业、
高新技术产业贡献力量。我们会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不
断拓宽自己的眼界，适应社会发展潮流，在各行各业为社
会创造价值。

此刻，我们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互联网+”、AI技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日益密
切……这些对你们而言新鲜且陌生的词语，都是当时的你
们所期待的明日中国和现在的我们正在努力的今日中国。

书不尽意。我们定会带着你们对
于共和国、对于后辈无尽的爱与热血，
携起手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让青春之花绽放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向你们致敬！
青岛理工大学商学院 王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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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盛世如您所愿

强国路上有我在

噪从2018年开始，全

省 所 有 居 民 “ 遗 体 火

化、运输、冷藏和一年

骨灰存放”四项基本殡

葬服务全免费政策，平均每件丧事减

免1000多元

惠民殡葬

噪全省各地普遍出台生态安葬奖补

政策，对逝者家属补贴1000-6000元

绿色殡葬

噪全省16个市、136个

县（市、区）完成公益

性公墓规划编制任务

噪建成市级公益性公墓20处，县级

公益性公墓159处，镇村级公益性公墓

7507处

文明殡葬

噪全省建立了8 . 6万个

红白理事会，实现所有

村（居）全覆盖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4月1日，日照市第四届骨灰撒海活动启动，亲属代表将逝者骨灰投向大海并撒

花寄托哀思。

□通讯员 陈彬 报道
4月2日，博兴县第一小学开展“网上祭奠英烈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组织小

学生通过互联网专题网页开展祭奠活动，缅怀先烈。

噪指导各地制定《农村红白事指导

标准》，尊重群众慎终追远的文化传

统，引导群众树立节俭肃穆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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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殡葬

噪依托“殡葬管理信

息平台”“殡葬信息数

据库”实现殡葬服务机

构全业务流程在线办理、殡葬信息数

据实时比对

噪开发“山东省移风易俗资讯云平

台”，提供预约祭扫、代为祭扫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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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清明节前，大众日

报面向广大青年学子，启动“青年学子写给革命先烈的

一封信”征集活动，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广大青年学子

踊跃参与。目前，已收到来自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太原师范学院等10余所省内外高校学子来信上百封。

来信陆续在大众日报客户端刊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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