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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各地倡导移风易俗，大力推广文明祭祀模式，以实际行动支持
疫情防控——

文明祭祀，让这个清明节更“清明”

坚守抗疫一线40多个日夜

石家庄一对党员志愿者
夫妻感动社区居民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
以警示：必须改变日常生活中的
诸多不文明陋习和生活方式。
不文明用餐、捕杀野生动物、聚
集性活动以及乱扔乱倒垃圾等
日常生活陋习和生活方式，已越
来越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身
体健康。防控疫情，守护健康，
从改变生活陋习开始。本版推
出《远离陋习 改变生活》专题
报道，通过透视日常生活中的陋
习和不文明现象，给人以警醒，
让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伴随我
们左右。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薛惠娟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带来很多警
醒和反思。亲友聚餐时，筷来箸往，为病毒
扩散打开了方便之门。围桌共食、不用公
筷，这种就餐方式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随着全国各地复工复产，人们的生产生
活逐渐步入正轨，不少餐饮单位陆续恢复堂
食。选择出门到商场、饮食街“觅食”的人逐
渐增多，其中以多人聚餐为主要的用餐方式。

疫情之下，“餐桌革命”呼声再起。为有
效地防止病毒、病菌通过合餐交叉感染，各
地倡导分餐制，推行使用公筷、公勺，引导广

大群众通过健康、文明的就餐方式，守护健
康安全。日前，记者走访多家餐饮单位，了
解文明就餐的实际情况。

登记进店是前提，隔座就餐
保安全

3月28日11时30分开始，石家庄市裕华
区槐安东路的一家餐厅陆续有顾客光临。这
家餐厅已经恢复堂食。在大门口处张贴了醒
目的标志：“用餐防护须知：入店必须佩戴口
罩；测量体温，登记进店；有序排队……”

入口处，还摆放了酒精免洗消毒液，设
置专门台账登记顾客个人信息，并有工作人
员为每位顾客测量体温。

登记、消毒是进店消费的第一道防护。
餐厅经理杨玉山表示，特殊时期，餐厅每批顾
客就餐会限制时长，一般不超过40分钟，顾
客离开后进行收桌消毒，到安排下一批顾客
之间间隔不低于10分钟，确保就餐零风险。

“现在实行用餐实名登记，是对每名顾客
的健康安全负责任。”杨玉山表示，如果出现问
题，也能及时做到可追溯。

记者看到，两位顾客在服务员的引领
下，在一个角落的4人桌坐下，每名顾客的餐
碟里，都配备了公筷、公勺。点餐前，服务员
提醒顾客就餐前先洗手、点餐时尽量适量。

杨玉山介绍，为了保障健康安全，所有
工作人员全程佩戴口罩，二维码点餐、买单，
整个就餐过程全程无接触。到店就餐人数
达到平时一半就限制人数，不让进了。

记者在多家餐厅走访时看到，高峰时段，
就餐的人都不多，而且都能做到隔座就餐。

“特殊时期，一般在家吃饭，很少外出就
餐，既节俭又健康。”在采访中不少省会市民
表示，一些餐厅在恢复堂食之后，采用测量体
温、实名登记、控制用餐人数、使用公筷、公勺

等保障用餐安全的措施，也能理解并支持。
为保障职工安全，许多单位食堂暂停集

中就餐（桌餐），必须提供就餐的，实行分餐
制供餐，通过采取分散、错峰式供餐，拉大餐
桌间距等方式避免人员聚集。

近日，广州市29家餐饮龙头企业、星级
酒店主动推行公筷制，浙江省十个部门联合
倡议在单位食堂、餐饮行业、居家生活中全
面推进“公筷公勺”，我省保定、沧州、邢台等
地也接连发起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

舌尖上的文明，需各方共同维护

虽然经过疫情的考验，人们开始重视餐
桌上的文明，但有些餐厅及个人要养成文明
就餐的意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周末的傍晚，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一家
火锅店传来阵阵香味。“朋友们聚在一起就
是图个热闹，没那么讲究。”顾客郑女士说，
尽管有些饭店提供公勺、公筷，还及时提醒，
但是由于许多年轻人碍于面子，直接忽视了
它们的存在。

“来餐厅的好多是情侣和家人，大多不使
用公共餐具。”杨玉山说，提倡使用公筷、公勺
不具有强制性，所以在执行上会有一定难度。

“病从口入，致病菌和病毒的传播与用餐
习惯息息相关。”河北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系老师宁亚维介绍，多人合餐的弊端主
要是给致病菌、病毒的传播以可乘之机，两者
都是基于唾液传播。研究表明，家庭中若有
乙肝病毒携带者，合餐的感染率高达42%，而
分餐的感染率只有17%。真正关爱家人，就
不能怀有家庭就餐“不拘小节”的侥幸心态，
要养成“一人一筷，一人一勺”的健康习惯。

舌尖上的文明，是对健康的重视。宁亚
维建议，各餐饮单位应做“文明就餐”的引领
者，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各项要
求，确保疫情防控、员工排查、食品安全到
位，切实保障消费者安全。

“文明就餐从自己做起。”省会市民刘明
坦言，希望各地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广大群
众提高卫生健康意识，选择有资质、防护措
施落实好的餐厅就餐。

“餐桌革命”呼声再起——

分餐进食好处多 公筷公勺摆上桌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赵元君）“进出大门
请扫码，佩戴好口罩。”日前，在石家庄市新华
区市庄路246号院防控值守点，李光伟、侯英
彩夫妻不时提醒着进出小区的居民。从疫情
发生到现在，夫妻俩坚守一线 40 多个日夜，
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居民的安全。

李光伟和侯英彩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合作
路街道北站社区的居民，两人都是党员，有
一副热心肠，平日里就是社区中的积极分
子。今年春节期间，侯英彩的母亲因病
去世。

“咱们是党员，如今正是社区需要人的
时候，咱们可不能退缩。”还没从悲痛中走
出，但侯英彩却主动向丈夫提出，参加社区
防控工作。对于妻子的决定，李光伟全力支
持，于是，二人结伴到社区报名，要求到防
控一线。

根据安排，夫妻俩被分配到市庄路 246
号院的防控点值守，这是一个老旧小区，平
时没有门卫，值守全靠志愿者。考虑到很多
社区志愿者都是上年纪的老人，夫妻俩便主
动承担了夜间值守的任务。

一天深夜，天空飘起了小雨，一位下夜
班的居民回家，他在小区门口看到李光伟夫
妻撑着伞站在门口值守，很感动，于是便拍
下照片发到社区微信群，小区居民看到后，
深受感动。从那之后，晚上常有居民给李光
伟夫妻送热饮和食物。

“只要社区还需要值守，我们就会一直
坚守下去！”侯英彩说。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高敏、黄鹏） 从4
月1日起，邢台市开展对市区道路机动车违
法停放联合整治，规范市区道路车辆停放秩
序，特别是小区周边道路机动车乱停乱放，
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通
行顺畅。

据了解，整治分为集中整治和常态化
整治，其中，集中整治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常态化整治时间为 5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此次整治要求所有机动车辆必
须按照标示箭头停放在泊位内，严禁压线、
逆向停放；非机动车停放应当停在规定区
域内，不得停放在机动车位上；未施划停车
泊位的区域不得停放任何车辆；严禁停放
僵尸车，一经发现，依法拖移；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设置、撤除、占用、挪用停车
泊位；沿街门市店铺按照门前五包要求，自
觉保持店前车辆停放整齐有序。

在专项整治中，该市将在媒体平台开
展有奖信息征集活动和交通不文明随手拍
等形式的宣传活动，大力营造舆论氛围，
做到“人人参与、部门共治、社会监督”
的整治氛围。交警部门将利用“铁骑”中
队和流动抓拍“战车”等高效治理方式开
展治理，并与城管部门联合对主要路段、
区域进行集中整治行动，打破工作常规不
分时间、不分地点，发现违法停车问题，
立整立改。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永胜现代城
小区将所有垃圾集中堆放在居民楼后，距离
小区仅 5 米左右，垃圾堆放不仅有异味还容
易滋生细菌，废弃口罩散落其中，给疫情防控
带来安全隐患。”日前，承德网友刘女士通过
省文明城市创建市民常态监督平台反映居住
区附近存在环境脏乱问题。几天后，承德市
城管局督导环卫部门对上述私自堆放垃圾行
为进行了调查处理，消除安全隐患。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文明城市创
建市民常态监督平台充分调动群众监督力
量，全天候畅通渠道，将疫情防控相关问题
消解在初始阶段，成功搭建起政府与群众沟
通的桥梁，助力全省文明单位打好网上疫情
防控战。

目前，该平台联动省市县三级3064家联
网单位快速响应，及时办理解决网民问题，第
一时间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作出反馈。全省
182家市、县两级文明办全部入驻该平台，及
时催办各地入驻单位受理留言、督办问题解
决、协调难点重点问题、把关留言办理质量，
各地文明办发挥了沟通协调、疏通“堵点”“漏
点”的作用。

截至目前，该平台共收到全省网民意见
建议 799件，符合受理条件的留言 575件，解
决问题 456 件，办结率 79.3%。其中，全省各
地涉疫留言 400 余件，问题主要集中在环境
卫生整治、社区管理、道路出行、公告区域消
毒消杀、公共服务、占道经营、通信保障、不文
明养宠等方面。

邢台开展市区道路
停车秩序专项整治

助力全省文明单位网上战疫

省文明城市创建市民常态
监督平台解难题456件

▲清明节期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推出“代祭”服务，代为烈属祭扫，表达缅怀之情。图

为工作人员为烈士墓献花。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摄

◀3月31日，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工作人员正在擦拭董振堂纪念碑。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摄

［编者按］

远离陋习 改变生活

中国饭店协会
日前发布倡议，引
导餐饮企业开展公
勺公筷健康行动，
做健康饮食习惯的
倡行者。

新华社发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到一年清明时。今
年清明节，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紧要关
头，如何文明有序开展清明节祭扫、寄托
哀思？

在线祭扫、集体代祭、预约现场祭扫、家
庭追思会……清明节将至，我省各地倡导移
风易俗，大力推广文明祭祀模式，鼓励民众采
取鲜花祭扫、“云祭祀”、居家追思等方式进行
祭祀，寄托哀思的同时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
以实际行动支持疫情防控。

追思故人
推出代客祭扫服务

向烈士墓敬献花篮、擦拭墓碑、三鞠躬致
敬、默哀……3 月 31 日，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30余名这里的工作人员，通过庄严肃穆又简
洁的方式，代替烈属祭扫，向烈士表达崇敬之
心、感念之情、传承之志。

在烈士墓区，工作人员代表烈士家属向
烈士敬献花篮，表达缅怀之情，并通过视频直
播的方式，向烈士家属全程直播祭扫过程。

“感谢陵园的同志们，在这个特殊时期，
你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感到很温暖……”由
于疫情影响，烈士班志诚的家属班春林无法
到现场祭祀，他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观看陵
园工作人员代祭过程后，很感动，通过微信向
工作人员表达了谢意。

“清明节是祭扫高峰期，今年为保护市民
身体健康，我们取消了公祭大会，通过集体代
祭扫的方式，为未能前来的烈属提供精神上
慰藉。”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信息科科长苏
泊说。

据了解，今年清明节期间，全省各地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单位依托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户
网站和中华英烈网开设的网上祭扫专栏，充分
利用网站、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手
段，向外界展示与烈士有关的史料事迹，直播
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开展代为祭扫英烈活动。

疫情未走远，文明祭亲人。近日，省民政
厅印发通知，全省各类殡仪馆、公墓、公益性
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继续暂停祭扫服务，
对确因特殊原因提出实地祭扫需要的，可提
供代理祭扫、远程视频等服务，满足合理
需求。

日前，南和县三思乡西北部村的陵园内，
一场“云祭扫”正在进行。

低缓的音乐声中，一束白菊敬献墓前……
通过手机视频连线，志愿者代替远在广东省
打工的本村村民要现科为其父亲进行了祭
扫。“通过预约服务，让我用这种方式，向父
亲表达了追思之情，这个清明更‘清明’。”要
现科说。

疫情关不住思念，距离阻不断亲情。清

明节期间，邢台市开展免费代理祭扫，全市各
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单位，在4月4日至6
日由工作人员通过免费敬献鲜花等方式，为
墓园内安葬的逝者亲属进行代理祭扫活动。
石家庄市人民纪念堂推出免费代客祭扫服
务，帮助无法亲自祭扫的市民传递思念，让温
暖与爱延续。

网上祭祀
“云端”寄托哀思

4 月 1 日，临近清明节，石家庄市民张文
斌因为工作原因，没有时间回家祭祖。“前两
天在网上看到了关于‘云祭祀’的新闻，便通
过微信公众号‘燕赵生命文化’，为已逝世的
爷爷创建了祈福馆。”

“祈福馆页面古典凝重，上面贴着逝者的
遗像、姓名和生平介绍等，进入祈福馆后还可
以对场景、背景音乐等进行修改，很温馨。”张
文斌说，“看着爷爷的照片，听着怀旧温暖的
背景音乐，通过献花、点烛、祈福留言等寄托
哀思，很有感触。”

建馆之后，张文斌还把专属的“二维码”
分享给同样因工作不能回家的姐姐。“工作原
因，每逢清明节、重阳节，我和姐姐总是不能
回家祭拜先祖，‘云祭祀’让我们找到了一个
满意的情感寄托方式。”

石家庄市殡葬管理处推出免费“云祭扫”
服务，市民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燕赵生命文
化”，创建属于逝者的个人祈福馆，可以通过
向逝者献花、献果、祈福等方式寄托哀思。截
至目前，在“云祭扫”服务器开通后，已有市民
为 2021 名逝者建立个人祈福馆，寄语、追思

等留言信息达19.5万余条。
别样的祭奠，同样的缅怀。这个清明节，

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云祭扫”的行列中，
倡导和推广这种绿色、安全、文明的祭祀方式
和理念。

日前，乐亭县毛庄镇毛庄村百岁老人张
氏因病去世，远在非洲执行援助任务的毛立
杰接到外婆去世的消息，心情无比悲痛，但使
命在身，不能回国参加葬礼。该县殡仪馆的
工作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在火化前，利用远
程视频连线的形式，让毛立杰从万里之外看
到了外婆敛妆后的慈祥面容，让他在大洋彼
岸目送老人最后一程，了却他的一片孝心。

疫情防控期间，乐亭县动员丧属告知远
在他乡的亲人，尽量不要赶回家中奔丧。一
位在天津工作的乐亭籍人士，在获悉亲人离
世后想自驾回乡，在亲戚的劝说下忍痛未归，
通过视频连线完成了告别逝者的仪式。

变化的是祭扫形式，不变的是无限追
思。今年清明节期间，全省各殡葬服务机构
积极推行“互联网+殡葬服务”，推广网上祭
扫等在线服务，开通殡葬服务机构移动客服
端、微信公众号等服务渠道。鼓励群众通过
网络祭扫、代理祭扫、网上时空信箱、小规模
家庭追思等方式，降低实地祭扫活动聚集带
来的感染风险。

挖掘内涵
让“云祭祀”成为祭祀常态

“云祭祀”不仅是非常时期的应急之举，
也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的祭扫方式。
在不少人眼中，“云祭祀”满足了他们“身不能

至，然心向往之”的现实需求，但对于多数人
来说，网络祭祀显得还有些遥远。

家住秦皇岛市的张先生，通过“秦皇岛祭
祀网”，为逝去的爷爷注册“网上纪念堂”，足
不出户为爷爷在线祭扫。“这个‘云祭祀’平台
很好，通过网上纪念馆，献一束鲜花，送一段
旋律，点一支跳动的蜡烛，既能寄托自己的追
思和感怀，又环保安全。”

张先生把链接分享到家庭微信群，却遭
到了父母的反对。“网络祭祀虽然体现了孝
心，但总感觉有点虚，不能当真。”

“网上祭祀推广不温不火，究其原因，主
要是传统观念的阻碍。”有专家认为，在传统
观念中，祭祀就应当是前往先祖的墓碑，献上
祭品，烧些纸钱，再磕个头。“在墓碑前睹物思
人，情达意至，才能感受到家族血缘关系，而
在网上，这些场景都不复存在了。”

“其实，祭祀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价值的
核心，只要价值观不变，什么样的形式都应
该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作为一种文明、绿
色的祭祀方式，‘云祭祀’应当被大力提
倡。”专家们建议，要充分挖掘节日文化内
涵，让“云祭祀”成为祭祀常态。“不拘泥
于‘烟熏火燎’的传统祭祀形式，积极适应
网络‘云祭祀’新风尚，也是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对此，石家庄市殡葬管理处有关负责人
也有相同看法，“在今年的特殊情况下，不到
现场的网络祭扫、隔空祭扫现象，应该会有明
显的增多。通过倡导‘云祭祀’，让传承千年
的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和关怀之情代代相
传，让人们在对亲人的追思缅怀过程中，进行
更多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