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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新风易陋习 厚养礼葬入民心
——南和县深入推进绿色殡葬改革培树文明新风调查

黄骅市打造“口袋公园”让市民畅享绿色

从“遍地白”到“满目绿”

省残联服务热线为残疾人
解决问题2万余件

我省3.4万余名大学生
志愿服务疫情防控

累计服务超100万小时

邢台开展禁犬入园集中整治

省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隋芳——

“志愿服务，是我一辈子要做的”

河北日报讯（记者桑珊）日
前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各高
校组建疫情防控青年突击队
360 个，组织大学生志愿者 3.4
万余名，积极投身于联防联控、
防护宣传、专业医护、便民服
务、防疫消杀、心理援助、社区
村镇排查等各类防疫工作中，
累计服务时长超过100万小时，
足迹遍布全国27个省份。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省教
育厅按照相关要求，鼓励和发
动属地高校学生力量，以属地
化、就近化为原则，积极开展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依法有序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各高校第一
时间向广大学生发出“主动作
为、勇于担当、投身疫情防控”
的行动令，大力招募大学生疫

情防控志愿者，以学校为志愿
服务大本营，组建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队、青年突击队，组织返
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城乡社区战
疫一线，以点促线、以点带面，
全方位推进大学生战疫志愿服
务，同心同行、共克时艰。

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
青年学子。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学生王鑫，主动报名成为志愿
者，参加了武汉市新洲区邾城
街道黄茂社区疫情防控，承担
了入户排查、管控卡口、代购代
办等工作，连续奋战两个多月，
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风采。志
愿者们用实际行动，树立起我
省学子战疫志愿服务的“硬核”
榜样，打造出新时代大学生热
情奉献、进取担当的“青春名
片”。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张
焱）日前，邢台市在市区范围内
开展禁犬入园集中整治行动，
安排专人对携犬进入公园、游
园、广场等公共场所的不文明
行为进行劝离，并督促养犬人
做好犬类粪便的清理，全力打
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助力
文明城市创建。

“去公园晨练，经常在便道
或者游路上看到宠物狗的粪
便，万一不小心踩上去，心情一
下子变糟了。”日前，邢台市城
管局接到市民李先生的投诉。

“希望不牵绳遛犬和任其随地
大小便等不文明行为可以得到
有效制止。”

邢台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由于很多公园和广场是开
放式空间，一些市民携带着宠物

狗入园，任由宠物随地大小便，
给环卫工人增加了工作量。不仅
如此，他们还发现了宠物狗破坏
草坪和花卉的情况。

“为此，我们开展了专项整
治行动，市区全部公园、游园、广
场全面禁犬。”该负责人说，该局
在市区全部公园、游园、广场安
排了专人盯守在入园口，并不间
断在园内进行巡逻。同时，他们
还利用市区8块电子大屏，滚动
播放市区园内禁犬宣传语。

“通过整治行动，将犬类拦
在公园、游园、广场的大门外，
把干净、整洁、安全的游园环境
还给游客。”据介绍，下一步，该
局将按照邢台市规范养犬的相
关规定，联合相关部门，探索建
立禁犬入园长效管理机制，让
游客安心游园。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冰洋）
疫情防控期间，残疾人工作生
活中遇到问题怎么办？可先拨
打省残联12385热线咨询。

“12385 寓意 123 帮我，是
全国残联系统统一的社会公益
性服务电话，为残疾人提供政
策咨询、投诉请求、意见建议、
生活帮助等各类服务。”省残联
12385 热线服务平台负责人甄
洪涛介绍，平台提供 24 小时即
时人工接听，并将与疫情相关
的知识、资讯及相关实用内容
补充到知识库，随时为残疾人
提供相关查询和话务服务，提
升服务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感谢省残联 12385 热线
的帮助，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

之急。”日前，迁安市一位患有
再生障碍性贫血症的残疾人
特地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今年
1 月，他刚在天津一家医院做
了全部骨穿，需要不间断服药
控制病情，疫情期间，药品运
输问题愁坏了他和家人。拨打
12385 热线电话求助后，热线
平台迅速转办到当地残联，帮
助 他 成 功 解 决 了 药 品 运 输
难题。

据介绍，截至目前，12385
通过热线电话、短信、微信、网
站四大平台共接收残疾人来访
事项24604件（次），其中坐席即
办共计24565件（次）。在接收的
残疾人来访中，已解决问题2万
余件（次）。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刘恬
菲、姜春霖、范强）苍翠的树木、
整齐的草坪、缤纷的花卉、蜿蜒
的步道……日前，行走在黄骅
市区的大街小巷，不经意就能
遇上这么一方天地。桃李园、
迎春园、迎宾园、雅居园……在
黄骅市，超过八成的社区附近
都会有或大或小的游园，这些
面积不大却景致怡人的街头

“口袋公园”为楼宇林立的城市
增添了绿色。

近年来，借助文明城市创
建之机，黄骅市因地制宜，采取
拆墙献绿、征换增绿等多种方
式，规划建设了总面积达 89.98
万平方米的 48 个街角游园，绿
化面积达 67.02 万平方米。游
园全部免费开放，还绿于民，使
城市的公共绿地更好地服务
于民。

从 2010 年开始，该市在建
设大型公园、游园的同时，高标
准设计建设“口袋公园”。这些
公园往往设置有廊亭、座椅、曲
径，园区内种植了柳树、国槐、
紫薇、兰花等各类乔灌木，层次
丰富，富有意境。

“我每天早晨都要锻炼身

体，现在家门口有这样一块绿
地实在是方便，这些年黄骅的
变化真是太大了。”60岁的吴女
士每天清晨都会准时来到桃李
园锻炼，和同伴一起散散步、聊
聊天，傍晚再相约一起跳跳广
场舞。

据了解，除了这些“口袋公
园”，截至去年年底，黄骅市共
建成2公顷以上的公园、游园一
共 22 个，城市绿地面积的不断
增加，使黄骅曾经的“遍地白”
变成了现在的“满目绿”，对城
市环境起到了巨大的调节改善
作用，生态效益逐步显现。

黄骅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园林技术科科长张祺超
表示，截至目前，黄骅市绿化面
积达到 1304.83公顷，建成省级
园林式小区 19 个、园林式单位
21个、园林式街道 11条。“下一
步，我们将严格按照《黄骅市城
市绿地系统规划》对全市‘金角
银边’等空地进行见缝插绿，拆
墙透绿，坑塘还绿。同时，对建
设好的游园进行精细化养护管
理，提供更多休闲设施，打造更
多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精致实
用的‘口袋公园’。”

燕 赵 微 光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139 名慈善公益爱心人士为河北
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捐赠 170 块手
机充电宝；河北泰恒医药公司为沧州
市一线医护人员捐赠免疫球蛋白 400
支；河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河北荣
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联合向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捐赠 10000 套一次性雾化器
面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省人民医
院原党委副书记、省红十字基金会志
愿者隋芳就开始忙了，每天协助向抗
疫一线献爱心的企业和人士办理物资
捐赠等事宜。3 个多月来，他协助爱心
企业捐赠各类抗疫物资 78 次、价值
645.64万元。

5 月 8 日一见到隋芳，他便兴奋地
介绍：“今天上午，重庆智飞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用车，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刚交接完，用于支持流行病学调查、
实验室采样检测。”

64岁的隋芳，有着46年的党龄。今
年疫情发生后，他郑重向所在医院党
委递交了请战书，“我参加过1976年唐

山地震的伤员救护，2003 年抗击非典
中多次深入发热门诊，我愿做一名抗
击疫情的志愿者，随时参战。”后来又
接连两次递交请战书，请求到抗疫一
线开展志愿服务。

与此同时，他用另一种方式为抗
疫作贡献——作为省红十字基金会的
一名志愿者，为湖北及省内爱心人士
协调募捐抗疫物资。

1月28日，省红十字基金会发起了

“人道博爱奉献 共同抗击疫情”募捐
项目，为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提供渠道。

“我们接收了捐赠物资，但小区封
闭、交通停运，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
许多不便。”隋芳为了将抗疫物资第一
时间运送到定点医院和防控一线，每
天打数十个电话，想尽办法求助铁路、
航空、顺丰、邮政等各个渠道。

2 月 5 日，爱心人士捐赠的 170 块
充电宝到了。“由于充电宝属于易燃易

爆物品，加上是特殊时期，快递渠道受
限、高铁客运列车均停靠受限，货运列
车因为安全问题也不能托运。”想到医
疗队员出征仓促，手机又是与外界联
系的唯一工具，为保证医疗队队员能
够及时交流研讨、与家人通报平安，隋
芳争分夺秒辗转联系求助，最终在石
家庄志愿服务基金会的协调下，由石
家庄邮政快递协助发送。

从事医院宣传、医院文化和医院
党建工作 40 余年，隋芳从 1986 年开
始，一直坚持参加志愿服务队工作，在
这期间先后组织医疗队到张北、涉县
等 50 余个贫困县乡送医送药，还多次
奔走社会各界筹集费用，帮助3名先心
病孤儿做了手术……

这么多年的奉献，他的家人看在眼
里，也深受感染。在这次捐赠充电宝活
动中，他的两个外孙捐出了自己的压岁
钱，并和妈妈一起负责包装充电宝。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这是隋芳
多年来做志愿服务最深的感受。“志愿
服务，是我一辈子要做的，起码我还能
再做 10 年。”隋芳说，不仅自己做志愿
服务，近两年做志愿服务还会带上两
个外孙。“爱心是需要传承的，孩子除
了学习知识以外，还需要从小培养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小学会关爱
他人。”

2月26日，隋芳（左）在为承担我省定点救治、定点检测、定点发热门诊救治
和向湖北派出医疗队的五家医疗机构搬运爱心物资。 河北日报资料片

◀位于南和县和阳
镇东韩村的镇级公墓。

河北日报记者
尹翠莉摄

▼近日，南和县三
思乡西北部村推行文
明祭祀。图为村民通
过手机跟不能回来祭
祀的亲人云视频。

河北日报通讯员
路 璐摄

□河北日报记者 尹翠莉

从荒草丛生的大坟头，到开满菊
花、松柏林立的小公墓；从披麻戴孝、焚
烧扎纸的传统葬礼，到黑纱白花、鞠躬
默哀的“追思会”……去年以来，南和县
启动绿色殡葬改革，通过大力建设绿色
生态墓园、推出惠民殡葬管理服务等措
施，推动厚养礼葬的新风尚，让文明新
风在当地落地生根。

为群众算好经济土地
生态“三笔账”

立夏时分，记者走进南和县河郭乡
卢牌村墓园，两排白杨高耸入云，石砖
砌成的路上摆放着长凳，修葺一新的墓
碑整齐有序，清风徐来，树叶沙沙作响，
不时的鸟叫声让墓园内更添幽静。

“村民以前只有祭祀时才来，去年
县里推行殡葬改革，村里按照花园式墓
园整修，现在平常也会有人来。”卢牌村
党支部书记卢保堂告诉记者，墓园整修
之前坟头挨坟头，“瘦身”加扩建后，焕
然一新，今年清明节，村里还统一为每
一家前来祭祀的村民准备了金盏菊，以
此替代焚烧纸钱。

卢牌村红白理事会成员、村民卢新
立说，以前群众为了讲排场、比阔气，葬
礼场面越办越大，办一场丧事两三万都
打不住，守孝排天计时，丧事短的五六
天，长的甚至十几天，现在不光一分钱
不花进公墓，葬礼的时间也短了。

南和县民政部门把账算得比村民
更详细。

“采用传统丧葬方式平均花费 3 万
元以上，按照千分之六的死亡率计算，
全县平均每年去世2300人，丧葬费用总
支出达到 7000 余万元。”南和县民政局
局长周学兰说，推行绿色殡葬改革后，
南和籍户口的非财政供养人员，殡葬过
程中涉及的遗体运输费、火化费、骨灰
盒费、骨灰盒存放费、公益性公墓墓穴
使用费、墓碑、刻碑费等7项主要费用共
2000 元全部免除，财政每年投入 460 万
元就能完成。

除了经济账，还有土地账。周学兰
说，传统安葬多在耕地内，修建高坟大
坟，全县不仅每年浪费 34 亩以上的土
地，大型机械作业时还要专门绕开坟
头，降低了生产效率。现在根据群众需
要修建了公益性公墓，每年只需 5.7 亩
土地就可满足全县安葬需求。

同时，县里对散埋乱葬和老旧墓地
进行标准化“瘦身”、绿化，鼓励占用耕
地的墓地就近迁入公墓，严禁耕地内新
增坟头，不仅节约出大量耕地，还便于
机械化、规模化经营。

“除了省钱、节地，生态账更是多
赢。”周学兰说，在丧葬用品使用上，传
统模式一口棺材就要使用 1 到 1.5 立方
米木材，改革后统一使用骨灰盒，全县
每年可节约木材2300余立方米。

此外，在祭祀方式上，原来焚烧冥
币、燃放鞭炮不仅造成大气污染，还容

易引发火灾事故，改革后在公益性公墓
设置公共祭祀区，大力推行网络祭扫、
植树绿化、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等现代
绿色祭祀方式，有效避免了过度焚烧造
成的大气污染，也消除了上坟烧纸的火
灾隐患。

充分征求群众意见
建设公益性公墓

算好账，剩下就是怎么改的问题。
“绿色殡葬要想抓出实效，必须从

强化顶层设计入手。”周学兰说。改革
前，全县做了大量调研，充分了解丧葬
习俗和群众意愿，在掌握各村现有墓园
和“三沿六区”内散埋乱葬坟墓情况基
础上，对推行绿色殡葬改革进行了深入
研究，制定出台了《推进绿色殡葬改革
工作三年攻坚计划（2019-2021年）》。

“超过60%的村都建有公墓，这是我
们能够实行集中安葬的一个重要基
础。”周学兰说，有“安身之所”是解决群
众“逝有所安”的根本，只有把公益性公
墓 建 好 了 ，殡 葬 改 革 才 有 了 抓 手 和
保障。

南和县党政领导班子意识到，殡葬
改革触动的是民众的感情，要充分考虑
民众的意愿与需求，所以，不论是新公
墓的建设，还是老墓地的升级提升，都
是在乡镇提出方案，各村召开座谈会、
提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实施的。

不搞无序的推进，明确操作实施的
标准，南和县专门成立绿色殡葬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结合县域工作实际，出台

《关于推进绿色殡葬改革的实施方案》，
对新建公益性公墓的建设标准、使用程
序、管理维护，老旧墓地的坟头“瘦身”、
生态绿化，散埋乱葬坟墓迁入公墓等改
造提升工作明确了实施标准；对免除丧
葬费用、丧葬习俗改革、服务管理等方
面细化了操作办法。

灰瓦白墙、拱形门洞、镂空花窗……
位于南和县和阳镇东韩村的镇级公墓，

在庄重肃穆下透着古代园
林般的雅致，该公墓的设
计者、东韩村党支部书记
闫冲告诉记者，这处公墓
过去是一个废弃砖窑，占
地约18亩，去年10月份完工，目前建有
1008 个墓地穴位，辐射周边 17 个村落，
与一些村子的村级公墓相结合，预计可
满足未来15年使用需求。

如今，南和县已高标准建成县级殡
仪馆，规划建设了县乡村三级公益性公
墓 123 处，完成了 115 个老旧墓园和
60829 个老旧坟墓标准化“瘦身”，节约
腾出土地800余亩。

因势利导让文明理念渐入人心

近日，在南和县和阳镇西内村，伴
随着低沉的哀乐，亲人佩戴黑纱白花鞠
躬默哀，村民贾某的“追思会”现场庄严
肃穆、简约朴素。

“父亲一生勤劳节俭，安葬到公墓
也符合老人生前一贯的处事风格。”逝
者的儿子说，去年以来，村里大喇叭一
直在广播亲人去世后要火化、公墓安葬
的惠民政策，一开始不太能理解，后来
大家都这么做，慢慢也就认同了。

“改革前，我们预料到了，最难的部
分就是做群众工作，为此我们做了大量
准备。”周学兰说，建公墓容易进公墓
难，难就难在要转变群众的传统观念和
思想认识。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
员看干部”。为了让群众接受，南和县
首先让全县 70 余家党政机关和单位、
218个行政村的6400余名党员干部签订
绿色殡葬改革承诺书，并要求他们加强
对亲属、朋友和周围群众的教育引导。
同时，利用村民座谈会、悬挂条幅、大喇
叭广播、发倡议书等方式，借助“三下
乡”、“文化七进”、文艺汇演等形式，宣
传政策法规，推广好经验，曝光坏典型，

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到殡葬改革中来。
“我把改革的政策和好处用手机录

成音频，每天一早一晚在村里用大喇叭
广播，连续播了一个多月。”贾宋镇冀牌
村党支部书记冀少波说，政策实施后第
一个去世的老人家属并不同意逝者入
公墓，他就和村“两委”成员和红白理事
会到家里做工作。

在冀少波看来，传统办丧事流程复
杂，费事费钱还耽误工夫，其实村民都
不认同大操大办。“这个时候就需要我
们出面牵头解决，去因势利导。”

南和县也将绿色殡葬纳入村规民
约，发挥各村红白理事会作用，在全县
推行以“厚养礼葬”和“追思会”模式为
主要内容的丧事礼仪改革。

“乡镇干部或者村里有威望的人致
悼词，回忆逝者生平，乡亲们向遗体鞠
躬告别，反倒比之前披麻戴孝更有意
义。”冀少波说，在吊唁时间上提倡“当
日葬”，原则上不超过 2 天，很多人在外
打工回来一趟不容易，时间短也不给大
家添麻烦。

南和县还对带头群众进行奖励，规
定每个乡镇前 10 名按要求完成“追思
会”、实行火化、到公益性公墓安葬的，奖
励事主3000元，激发了群众参与积极性。

据统计，绿色殡葬改革推行 9 个月
以来，南和县共计火化遗体891具，其中
非财政供养人员火化遗体达 790 具，有
效减轻了群众开支，为进一步做好乡风
文明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南和县在绿色殡葬改革中突出惠
民原则，让群众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实实
在在的好处。”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南和县已被确定为全省农村公益性
公墓建设试点，未来将在全省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