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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上午9点，济南市历下
区环山路的一个社区内，日暖风
轻柳絮飞。社区内出来溜弯锻炼
身体的人多了起来，以老人为
主。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成群结
队边走边聊，而是一个人或最多
二三个人一起，安静地走着。干

净的社区内鸟语花香，不时有孩
子们轻快地跑过，他们春天般的
笑声，给宁静的社区增添了一份
活力。

社区门口的环山路上，车多了
起来；走着的人不多，更多的是骑
自行车和电动车的人。门口右侧是

站牌，有4路公交车会在此停靠。9

点15分，开往济南火车站的K51路
公交车开过来，七八个等车的人排
着队上车，有礼有序。在以前，公
交车来了，等车的人会一下子挤在
前车门，双手扒拉着前面人的肩膀
晃动着往车上挤。因为争和挤，在

城市，公交车可以说是按单位面积
计算发生争执最多的地方。不仅在
济南，各地皆如此。

一路上停靠十几站，不管等着
上车的人多少，没有了以前那样的
你争我抢，市民都是在有序和礼让
中走上车。座位坐满了，有人站

着，并不拥挤。车内说话的人很
少，即便有人说话，声音也不大，
以双方能听清为原则。在公交车上
大声聊天、打电话，曾经是一些人
的习惯。如今，因为疫情，这些不
好的现象消失了。

9点50分，K51路到了终点济南
火车站。车站广场上，人不多。阳
光很好，有些人不急于进站，便在
台阶上、花池边安静地坐着，等着
上车的时间临近。从带着的行李和
穿着来看，广场上农民工占了较大
比例，他们成堆成群，但不像以前
那样相互挨着靠着，而是之间保持
着 1米以上的距离。他们坐着站
着，说家里的事儿，说打工的事
儿。

售票大厅里人很少，显得有些
空旷。电子车票取票处窗口众多，
只有十来个人在取票，完全用不着
排队。人工售票处因为人少，只开
了五个窗口，每个窗口排队的不超
过20人，排队的人相互间留着至少
1米以上的距离。以前出门坐火
车，最紧张的是排队买票。为了不
让别人插队，排队的人绝不留一点
空隙，相互都是前胸贴后背，无论
男女，不管冬夏。

候车大厅入口处，等着进去的
人自觉地排着队，随身的行李有足
够的空间放置。

车站广场东侧，停放着很多共
享单车，黄的、绿的、蓝的。不
时，有从车站走出来的人，走到单
车前，扫码打开锁，骑行在绿树成
荫的街道上。

农村大众报沂水讯 （通讯员
庄琳 田宝宗）4月3日，《沂水县
文明殡葬规程》新闻发布会举行。
《规程》立足沂水县殡葬改革工作
实际，对殡、葬、祭各环节进行了
具体规范，进一步完善了殡葬改革
工作制度体系。《规程》的发布是
沂水县殡葬改革过程中一个新的里
程碑。

据悉，在2019年乡村文明行动
重点工作测评（区县）中，沂水县
喜获佳绩，综合成绩位列临沂市第
一，其中，移风易俗群众满意度调
查位列全省第一名。“这份荣誉源
于沂水县实施以惠民礼葬为主的殡

葬改革，‘丧事俭办、喜事新办’已成
为群众行动自觉，移风易俗工作取
得了可喜成效。”沂水县委书记薛
峰如是说。

从2017年5月10日开始，沂水县
创新实施了以“惠民礼葬”为核心的
殡葬改革。把殡葬服务作为公益产
品，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范畴，在全国
率先对遗体运输费、火化费、骨灰盒
费和公益性公墓安葬使用费、墓碑
及刻碑费面向城乡所有居民全部免
费，群众不花一分钱就能办好“身
后事”，并推行以“播放哀乐、宣
读逝者生平、鞠躬告别”为主要内
容的“追思会”丧事礼仪模式。

这一政策获得了当地群众一片
叫好声，同时改革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充分肯定和高度关注。3年来，
全国21个省份256个地区到沂水考察
学习，沂水也应邀到省内外作经验
介绍30余场次。2017年8月在云南召
开的全国殡葬工作会议上，沂水县
作为唯一一个县区作了典型发言。
山东省深化移风易俗促进殡葬改革
会议两次推广了沂水经验。沂水殡
葬改革经验被农业农村部列入首批
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被山
东省委、省政府纳入2019年20项重
点民生实事落实方案。2019年11月
28日至29日，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座谈会在沂水召开，与会人
员现场观摩学习沂水殡葬改革经
验。

3年来，沂水逐步探索走出了
一条“三个率先、三个全覆盖”
（即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民惠葬”
政策全覆盖、率先实现公益性公墓
“免费安葬”全覆盖、率先实现
“厚养礼葬”服务全覆盖）的殡葬
改革有效路径。其中，“全民惠
葬、厚养礼葬、逝有所安”，是沂水
殡葬改革的精髓。在实施过程中，坚
持“三为主”“三不准”“三严禁”。“三
为主”：以正面工作为主、宣传引导
为主、攻心说理为主；“三不准”：不

准一刀切、不准强制、不准搞平坟运
动；“三严禁”：在不再审批经营性公
墓的基础上，严禁镇村向外租售土
地用作墓地，严禁在基本农田修建
坟墓，严禁制作和销售大棺材。通过
疏堵结合的办法，引导殡葬改革积
极稳妥推进。

“全民惠葬，不仅减轻了老百姓
的经济负担，也减轻了环境压力，
节约了土地。”薛峰介绍说，“截
至目前，全县共有24602户逝者家庭
享受到‘殡葬全免费’政策，户均
减负2 . 5万元。累计节省社会殡葬支
出近5亿元，节约土地600多亩、木
材2万多立方米。”

本报济南讯 (大众日报记者张
依盟）由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大
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
主办的“山东战‘疫’最美青年”
云发布仪式4月8日晚举行。

经过组委会初审和青年代表线
上复审，确定10名山东战“疫”最
美青年，分别是：山东省公安厅交
管局秩序支队一级警长毕云龙、青
岛流亭机场海关旅检三科副科长杜
辉、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日照分
公司运作主管杨宾杰、临沂市中心
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吴鹏、青岛
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张孝
田、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

士生导师陈蕾、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季
翔、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护士孟
力维、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频
道融媒体采访一部主任翁平亚、山
东省胸科医院隔离病区护理负责人
魏志超。

据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全省共有1346名青年医护人员
支援湖北战“疫”一线，15万多名
青年志愿者、乡村“好青年”、返
乡团员参加了城乡社区防疫，1800

余支青年突击队在各个领域组建，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青春
力量。

“山东战‘疫’最美青年”发布

发布文明殡葬规程，规范殡、葬、祭各环节

沂水“惠民礼葬”改革再深入

队列，站成一排风景
农村大众报记者 孙成民 张天银

疫情防控期间，新的出行习惯
正在养成。乘公交车时，人们不再一
拥而上，而是保持着有序和礼让；车
内说话，声音降低，以双方能听清为
原则；购票、候车时，每个人都保留
着一米以上的距离，不再人贴人。

因为今年春天的这场疫情，我
们养成了很多新的文明习惯。这些
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实际上

映照着人们生活习惯的进步。
长久以来，乘车时“争先恐

后”、你推我搡；马路上随地吐
痰、乱丢垃圾；公共场合旁若无人
地大声喧哗……一直是被人们诟病
的陋习。有人说这些都是生活小
事，但小事不小，它折射出的是人
的道德意识、文明素质的高低，是
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文
明的细节，就体现在每个人细微的
行为中。经此一“疫”，出门戴口
罩、回家勤洗手已经成为很多人的
生活习惯；排队时保持适当距离，
吃饭时使用公勺公筷，也成为不少
人的自觉行动。那么，能不能让文
明健康的习惯固化，成为一种全社
会的公序良俗？

古语有云：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日常生活中，
切莫放松了对自身行为规范的约
束，一定要时时处处绷紧“文明
弦”，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形象，
多一点礼貌，少一些粗俗，多一些
自律，少一些放纵。因为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当地文明的

代言人，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
作，都彰显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村、
这个镇、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有人说，说话是一种本能，真
正会说话是一种修行。文明素养的
培育也是如此，我们 1岁学会站
立，却需要用一辈子学会站队，向
文明站队。

列队，向文明看齐
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郭杰

聊城茌平区，市民间隔一米有序上公交车。（祝超群 刘明明 摄）济南市火车站人工售票大厅，购票人自觉保持距离。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