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入到大海中，安息于树林间，长眠在花丛里⋯⋯

生态安葬，殡葬新风渐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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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秦皇岛渔民海上遇险，被海军华罗庚舰救助

“是你们给了我们
第二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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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尹翠莉

节地生态葬逐渐被人们接受

海船护送，鲜花相伴，仪仗祭
奠⋯⋯ 4 月 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天
津国际邮轮母港，轮船响起哀伤的汽
笛声，缓缓驶向蔚蓝的大海。

当天，由北京市民政局、天津市
民政局、河北省民政厅联合举办的
2019年京津冀协同骨灰海葬首航活动
在天津渤海湾举行。来自京津冀三地
的百名逝者家属登上海葬专用船，送
31 位逝者魂归大海，从此以海为墓，
寄托哀思。

礼仪人员敬献花篮，全体默哀致
敬。在工作人员引领下，亲属们依次
来到船舷，亲手将装有亲人骨灰的可
降解环保袋送入碧波之中。大家撒下
的花瓣飘落在海面上，随着水流渐行
渐远。亲属们有的眼含热泪，有的凝
视海面，静静地和逝去的亲人做最后
的告别。

“我的父母是山海关人，把骨灰撒
向大海是二老的遗愿。以后看到大海
就像看到了父母，对我来说也是一种
慰藉。”参加此次活动的唐山市民李娜
告诉记者，父母生前一直提倡“厚养薄
葬”，他们希望去世后到更广阔的天
地，不给儿女和社会增添负担。

“这种撒入海中的骨灰袋和花瓣
都是用环保可降解材料制成的，入海
后几十秒就能融化，不会对海洋造成
污染。”唐山市殡葬管理处办公室主
任胡晓亮说，唐山从 2003 年开始举
办海葬活动，截至2018年9月共举办
了 21 次，先后有 3119 份骨灰撒入大
海，7800多人次参加海葬活动，唐山
也成为全省举办海葬次数、骨灰撒海
数量、参加人数最多的城市。

在石家庄，4 月 1 日，省双凤山

陵园举行了第十六届免费公益花坛葬
集体安葬仪式，有 9 位逝者的骨灰与
花相伴，长眠于省双凤山陵园。安葬
仪式结束后，陵园举行了花坛葬集体
公祭仪式，逝者亲属共同追忆先人表
达哀思。

省双凤山陵园管理处副主任刘洋
介绍，公益花坛葬是一种绿色节地环
保的安葬形式，逝者骨灰盛放在可降
解的骨灰坛中，安葬于花坛之下，随
着时间流逝，骨灰坛与骨灰自然降
解，回归大地。

“2012 年起开始举办免费公益花
坛葬，每年清明节和寒衣节期间各举
行一次，安葬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到目前，已经有 220 余位故者安葬于
此。”刘洋说。

今年清明节期间，平山县古中山
陵园举办了石家庄市第七届清明公祭
暨公益集体安葬仪式，有16位逝者长
眠树林间。

“第一届的树葬几乎没有人报名，
第二届的时候有 10 个报名的，第三届
有14个，到最近每年都有30多个报名
的。报名时间从一开始 15 个名额需要
半个多月，到现在几天就报满了，生态
葬正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古中山陵
园董事长赵志国对记者说。

推广节地生态葬，群众
转变传统观念是关键

2016 年 2 月，民政部、发展改革
委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 《关于推行节

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
了节地生态安葬的内涵，明确把不占
地或少占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
降解材料等要素作为关键衡量指标，
积极推广骨灰植树、植花、植草等生
态葬式。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早在
2013 年 9 月，我省就印发了《关于加快
推进绿色殡葬改善生态环境的意见》，
大力推行草坪葬、树葬、深埋、壁葬、撒
江、撒海、公益花坛葬和骨灰集中存放
等不占地或少占地葬法。

“特别是近年，随着生态葬的持
续推广，海葬、树葬、花坛葬等多种
节地生态葬方式成为移风易俗、丧俗
改革的重要举措，逐渐被人民群众接
受，参与人数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
势。”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仅今年清
明节期间，我省开展骨灰海葬活动的
石家庄、张家口、唐山、秦皇岛、保
定、沧州等城市就收到了共计近1000
份骨灰撒海申请。

“然而，与传统殡葬形式相比，
实行骨灰节地生态安葬者在全省的死
亡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小的，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入土为安、
厚葬等思想，要在短期内改变还很困
难。”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坦言，
受传统观念影响，目前我省节地生态
葬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的人去宣
传、去推动、去倡导，也需要有人率
先垂范。

为了改变节地生态葬“曲高和
寡”的局面，近年来，我省多地都在

进行积极探索，不断推行新的形式让
逝者安息，让生者的缅怀有处安放。

唐山对海葬实行惠民政策，凡具
有唐山户籍的城乡居民去世后海葬，
均免除海葬基本费用，两名家属可携
带骨灰参加海葬活动。为解决骨灰撒
海后亲属无处祭奠问题，进一步提高
群众对骨灰撒海的认同感，唐山市殡
葬管理处在官方网站建立了网上纪念
馆。

另外，古中山陵园在 2013 年落
成“海葬纪念碑”，将海葬者的名字
免费镌刻在纪念碑上，2014年又免费
为 100 位无人认领骨灰的逝者举行了
安葬仪式，并建造起“石家庄市慈怀
园”，安葬无主骨灰。

“要让节地生态葬这种小众选择
成为广大群众的主流意识，最关键的
还是要持续移风易俗，引导群众树立
厚养薄葬的观念。”省社科院社会发
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齐超认为，要
在全社会营造文明殡葬的氛围，让民
众认识到很多传统殡葬对土地资源、
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倡长辈在世时多
尽孝道、丧葬时一切从俭。

张齐超建议，公益性墓地尤其是
生态安葬墓地要体现天人合一、慎终
追远的文化内涵，可在公墓附近建孝
道园、祠堂等，融入文化传承，保存
逝者生平的同时，让生者可以祭奠。

“此外，还应该加大优质生态安葬设
施建设和服务保障力度，增加生态安
葬奖补，这样才能够增强生态安葬的
吸引力。”

本报讯（孙文志）“要是没
有你们，我们真的就看不到希
望了。看到军舰，心里感觉特
别温暖。”4 月 1 日，秦皇岛渔民
何起来和同伴一起来到华罗庚
舰上，专程向帮助他们脱险的
海军官兵们致谢。

回忆起遇险当天的情景，
何起来依然心有余悸。3 月 29
日上午，何起来和 3 名同伴在
出海返程途中，突遇风浪，情况
十分紧急。“当时风浪很大，突
然把船头撅折了，我一下子被
甩 到 海 里 。”何 起 来 回 忆 道 ，
幸而同伴程文清及时跳到海
里，才把他拉回艇上。

但此时的橡皮艇里灌满了
海水，发动机也沉到了海里，完
全丧失动力，几个人无助地漂
在海面上。“漂了一个多小时，
没遇到一艘船，电话也没信号，
大家脸都冻紫了。当时心想，肯
定没命了。”何起来说。

就在此时，刚执行完海上
训练任务、正在返航的海军华
罗庚舰发现了何起来他们的求
救信号，于是立刻赶来将 4 名
渔民安全救上了甲板。何起来
是第一个被救上去的，“当时他
体温只有 33℃，呼吸、心率降
低，出现轻度意识障碍，情况很
紧急。”在军医唐鹏和其他医疗
人员的急救下，何起来很快脱
离了生命危险。

“是你们不顾危险救了我
们，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真不
愧是人民子弟兵！”4 月 1 日上
午，回家休整了几天的何起来
和同伴们将专门定制的锦旗，
送到了华罗庚舰官兵们手中。

“这是我们的职责。”海军
某部副政委谢利泉表示，“我们
是人民的海军，坚决捍卫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忠实履
行人民海军爱人民是我们的责
任担当。”

本报讯（赵翠婷）“小董老
师，要是没有您，我们全庄的棚
就都毁了！我们代表全村老百
姓感谢您了！”4 月 4 日上午，乐
亭县庞各庄乡阚庄村党支部书
记张春光携村民代表来到庞各
庄乡中学，为该校 95 后教师董
建廷送上锦旗。

4月3日中午12时许，董建
廷骑摩托车下班回家，途经阚庄
村西头串窑旁时，发现路边一道
铁丝网附近的枯草中跳跃着火
苗。当时天气干燥，庄外的风吹
得也很猛烈。方圆几十里除了村
庄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棚，火势一
旦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来不及多想，董建廷马上
调转车头扎进村子，招呼附近
村民赶快救火。两三分钟后，
他拿着借到的一把铁锹率先返
回失火地点。此时，火势已经

蔓延到了铁丝网内。铁丝网圈
住的是一个栽满树苗的大坑，
坑里荒草丛生，坑东面就是阚
庄村的一百多个连片大棚。

此时，闻讯赶来的乡干部、
打此经过的路人、阚庄村的村
民都加入到了救火的队伍中，
铁丝网外面的火很快被大家扑
灭了，但里面的火仍借着风势
向东蔓延。正在大家焦急万分
之际，董建廷爬上了将近 2 米
高、已经烧热的铁丝网，跳入网
的内侧，与外面的人一起拆出
了一段出口。大家用锹拍，用
土压，将长 10 余米的火线快速
扑灭。

对于这次见义勇为，董建
廷觉得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这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以后遇
到这种紧急情况，我还会毫不
犹豫地伸出援手。”

□见习记者 李嘉欢 记者 刘冰洋

清明又至。4 月 5 日 8 时许，石家庄
市人民纪念堂内人头攒动。现场工作人
员布置标牌标语、设立鲜花置换台，指
引前来祭祀的群众有序进入纪念堂，参
与“绿色清明”祭扫活动。

现场，人们手中几乎都用一束鲜花
取代了以往的烧纸和纸钱。尽管人群络
绎不绝，但纪念堂内依旧安静有序，相
较之前的乌烟瘴气、鞭炮震响，今年的
祭祀多了几分肃穆与幽静，更多了绿色
与文明。

纸钱换鲜花，思念之情愈发浓烈

“近些年，我们一直倡导文明祭祀。
鼓励公众选择鲜花祭祀、网络祭祀等绿
色环保的方式，今年效果尤为明显。以
前每年我们都要苦口婆心地去劝人们
使用鲜花祭祀，但今年超八成的人都直
接选择鲜花，而且积极参与‘鲜花义卖’
活动。”石家庄市殡葬管理处处长赵益
农介绍，“清明期间约有 30 多万人来祭
祀，没人燃放鞭炮，也几乎没有烧纸祭
奠的。”

为了推动文明、节俭、低碳、安全祭
祀，每逢清明节，我省各地都会发布《文
明祭祀倡议书》，倡导广大群众以肃穆、
环保、节约、低碳的文明方式缅怀逝者。

石家庄市人民纪念堂主任戴玉林
说，最开始推行绿色祭祀时也受到了
不少阻挠。“挨骂、受责难是常有的事
儿，但我们也理解，传统思维的转变需
要一个过程。我们以往都得一个个解
释，讲历史、说环保，能说的都用上了。
好在人们的意识正在转变，成效真的
很明显。”

人民纪念堂祭扫区主要分为鲜花
祭区和焚烧祭区。2017年纪念堂内就已
经设立了鲜花祭区，但由于当时只有一
小部分人去鲜花祭区，而焚烧祭区人满

为患，无奈之下，鲜花祭区只能“让位”。
与往年不同，今年在鲜花祭区，人们安
静有序地排起了长队，连焚烧祭区也少
见烟火，人们通过摆放祭品、花束的方
式缅怀先人。

市场的变化也反映出市民的需求。
一位商户说道，“这两年，很多人都不再
购买烧纸了，直接用鲜花或者假花替
代，花的销量明显增多。”在纪念堂门外
的街边，鲜花成了商户们摊位上最主要
的商品。

“把烧纸换成鲜花，美观又环保，也
杜绝了焚烧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追思
逝者，是为了更好地去生活。时代进步
了，我们都应该为城市文明建设作出一
点贡献。”前来祭祀父亲的市民王女士
说，“环境清明了，心里也安静，思念之
情也得到了释放。文明祭祀，大家都要

有这种意识。”
为了促使群众转变行为方式，在积

极开展各项活动的同时，人民纪念堂也
积极升级硬件设施。“截至目前，人民纪
念堂内已经完成了 11 栋焚烧墙的拆除
工作，焚烧口从之前的 246 个降至 80
个，而且还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鲜花祭
台，现在鲜花祭台共有58个。此外，我们
还购置了两台新型环保烧纸炉。”戴玉
林介绍称。

风铃寄语、网上祭祀，追忆
先祖文明在前

今年清明期间，石家庄市殡葬管理
处在该市人民纪念堂举办了一系列绿
色清明祭扫活动，倡导群众以献一束
花、写一张追思卡、讲一段往事等方式

寄托哀思。
“我们建立了网上祈福馆、设立了

风铃寄语林，并开展‘鲜花义卖’‘推行
节地安葬’等活动，引导群众绿色祭祀，
文明追思。”石家庄市殡葬管理处殡葬
管理科负责人张义珍边忙着安排工作
边介绍。

“老公，我现在很坚强，你放心吧。”
“爸爸，希望您好好照顾自己，不要惦记
我们。”⋯⋯正午阳光正盛，微风轻轻吹
过，载满思念的、由黄色丝带系在树梢
的追思卡随风摇曳。

“寄语林中寄相思。写下对逝者的
思念和祝福，这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也
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负责追思卡分发
的工作人员介绍，很多人也选择在门口
的签字墙上倾诉思念。

清明念故人，网上寄哀思。随着“互
联网+”的普及，“云祭扫”也在逐渐进入
人们的视野，成为祭祀新选择。

去年，石家庄市殡葬管理处微信公
众号“慎终追远”模块祈福专区，建立了
网上纪念馆。“每个人都能在祈福专区
为亲友设立纪念馆。在上传逝者照片、
生平简介后即可建馆，还可以选择不同
的背景音乐和场景，通过献花、献果、点
烛、写寄语来倾诉思念。”张义珍说，“这
也是一种新的祭奠方式，满足了人们随
时随地倾诉思念的需求，更加文明、便
捷。”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用绿色、
文明的祭扫方式表达对先祖、先贤的思
念之情。戴玉林说：“节地安葬活动正在
全面展开，石家庄市殡葬管理处拟于 4
月下旬组织全市第28次骨灰撒海活动，
目前已有 300 多人报名参加，人数较去
年相比翻了一番。”

“清明祭祀应当是在肃穆安静的气
氛中追思先人，而不是在铺张浪费中造
成环境污染，形成安全隐患。”张义珍
说，“接下来，我们会加大对殡葬、祭祀
等礼仪文化的宣传，让群众客观认识祭
祀礼仪中的人文精神，实现用文明之风
传承祭祀文化，发挥其教化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赵志兴）
“陈兴东可真是我们镇的‘活雷
锋’，不仅免费帮我们代贮代销
葡萄，还免费接送我们到县医
院治疗。”日前，在涿鹿县温泉
屯镇外虎沟村村委会办公室，
说起陈兴东，村民李芬慧、刘建
平赞不绝口。

陈兴东今年 42 岁，是个残
疾人，早年他在外地打拼创业
十几年，有了经济基础。2015
年，陈兴东回到家乡，兼任某保
险公司业务员的同时，在村西
葡萄王公园旁投资建起一座冷
库，每年免费为乡亲们贮存葡
萄。

为了运输葡萄，陈兴东购
置了一辆农用汽车，为乡亲们
跑客户、找销路，负责起村里困
难户、残疾人等特殊家庭的葡
萄外运以及生活物资和日用品
的采购运输。

陈兴东平日就乐于助人。
外虎沟村交通不便，村民出行
困难，乘车难。回到家乡不久

后，陈兴东自掏腰包买了辆面
包车，自费加油，免费接送需要
到张家口市、涿鹿县等医院治
疗的村民。

“我们这山路不好走，其实
适当收些费用也在情理之中，可
他坚持分文不收。”李芬慧说。

“建冷库，购面包车、农用
汽车的目的，是解决老百姓贮
存葡萄难、外销葡萄难、出行难
以及到市县各医院住院治疗难
等难题，不是为了挣钱。”陈兴
东说，自己是个残疾人，一直受
到党和政府关怀照顾，现在有
了能力，也应尽力回馈社会。

“我每个月有工资，还有一
些补贴，对外销售葡萄，客户也
会支付代购代贮费用。帮助有
需要的乡亲，我会一直坚持下
去。”陈兴东说，乡亲们都很淳
朴善良，每次接送病人到市县
各医院住院治疗，拉物资材枓
上山，往山外拉葡萄，大家都拿
出自家的特产热情招待，这让
他感动不已。

本报讯（杨永丽）日前，家
住邢台县晏家屯镇孝子村的村
民李景朋一大早就开始忙里忙
外了，天气有些阴冷，但他忙得
热火朝天。

“每年清明节前后是我们
李家人最热闹的时候，我们每
年都会选择清明节前后的一天
作为‘团圆日’。当天，无论多
远，亲戚们都会赶回来，全家50
多口人聚在一起，别提多温暖
了，我们都盼着这一天。”在家
中排行老大的李景新满心欢喜
地说，这个习惯李家人已经坚
持了35年。

当天上午 10 时许，李景朋
家的小院里热闹了起来。住在市
区的姑姑回来了，家在外地的叔
叔一家子也到了⋯⋯来往的车
辆，亲切的问候，爽朗的笑声，每

个人的喜悦之情都溢于言表。
没一会儿，令人垂涎的菜

肴和喷香的饺子就出锅上了
桌。玉兰树下，一排长桌拼在一
起，家人们围坐四周，边吃边
聊，场面热烈。“百善孝为先。我
们这桌团圆饭‘吃’了 35 年了，
家里有啥疙瘩事，都愿意在饭
桌上说说，心里痛快了，家自然
就好了。”家中年岁最长的李存
洁说，互敬互爱是家庭和睦的
基础，也是李家人安康幸福的

“金钥匙”。
村党支部书记、在李家排

行老五的李景武介绍，孝子村
自古以孝为名，村里人人争孝，
民风淳朴，是远近闻名的文明
村。下一步，村里打算搞一次评
比，让文明乡风成为村民的精
神烙印，让好家风代代相传。

乐亭

路 遇 火 灾 险 情
95后教师急施援手

涿鹿县外虎沟村残疾人陈兴东

“帮助有需要的乡亲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邢台县孝子村李家人坚持35年一起过“团圆日”

一桌团圆饭“吃”出好家风

绿色清明，让“祭忆”更文明
小“窗口”探文明 32

又是一年清明时。细
心的人们发现，随着
时代的变迁，与故人
作别的内涵和外延也
正在悄悄改变。除了
传统的土葬外，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节地生
态 安 葬 ，海 葬 、花 坛
葬、树葬等安葬方式，
逐渐深入人心。 4月1日，省

双凤山陵园举行
了第十六届免费
公益花坛葬集体
安葬仪式。图为
工作人员从亲属
手中接过逝者骨
灰，埋入花坛之
中。
通讯员 边策摄

今年清明期间，
石家庄市殡葬管理处
在该市人民纪念堂设
立了风铃寄语林,引
导群众绿色祭祀，文
明追思。

图为 4 月 5 日，
一位市民在风铃寄语
林悬挂追思卡。
见习记者 李嘉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