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三年，茶泉灵 就回过两次

家，寒暑假都在各大陵园实习。她

第一次入行是在省外，小姑娘吓得够

呛——在学校里，他们只用在自己脸

上画妆，或者缝合假肢，实操机会

很少。所以当她第一次真正接触遗体

的时候，“感觉后背发凉”。

“那是一个地下车库，黑漆漆的，

只有太平间有光，家属就在门外烧香，

我只觉得眼前恍恍惚惚。”茶泉灵回

忆，那具遗体已冷冻存放了一段时间，

她带着的塑胶手套黏在上面，手差

点滑出来——她心里一抖。好不容易

完成工作，不到半个小时又接到一个

任务，那遗体还是温热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茶泉灵集中面

对了过去 20 多年想都不敢想的生离

死别，“有的人因为车祸离开，我要

做的就是让遗体变得更完整、体面，

让逝者的家人安心”。

从那以后，茶泉灵对生命有了新

的看法，“你想要做的，只要不违法、

不伤害别人，就应该马上就去做”。

茶泉灵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早在今年 4 月初，整个湖南革命陵园

就曾举行过对烈士墓碑的集体祭扫。

“以往每年都会有烈士家属前来

祭 拜， 但 随 着 云 祭祀 观 念的 推广，

现在接受代祭祀的家庭更多了。”湖

南革命陵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罗刚对

那次 祭 扫印象深 刻 ：“我祭 扫的是

三位抗战时期的老兵，墓碑后全是

他们的战功和勋章，我也是军人出

身，看得热血沸腾。”

祭扫的照片被发到了陵园建立的

“烈士家属群”里。“谢谢你们为我们

家，为全体烈士做的事！”有家属回

复后，接着便是满屏的“谢谢”。

这让罗刚鼻头一酸，“其实平常

看到这些墓碑，我都能想象他们生

前的场景，守护他们是我的责任，这

也是我当初转业来到这里的原因”。

特色化祭奠打造“绿色清明”
秦友波（湖南省殡葬协会秘书长）

祭祀在“云端”，追思在心间

清明节里满屏的“谢谢”

自古以来，清明祭祀是家家户户继春节后

又一次大的群体性活动——有人“做清明”，族

人男女老少聚集一起会餐；有人为了祭祀，千

里迢迢赶回家……为了应对祭祀，各地要花费

精力、人力和物力，人员的过度集中不仅可能

造成拥堵、排队，还有交通甚至火灾隐患。

今年清明节，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际，

“云祭扫”的推广也让更多人理解与接受了这

种绿色环保的祭祀理念——给逝去的亲人献

上一束鲜花，送上一段旋律，点上一支蜡烛，

记下往日的感怀，寄托自己的哀思。这样，不

仅能达到祭奠亡者、激励世人的效果，而且也

进一步提升了人们文明祭祀程度，更有利于疫

情防控。

心祭重于形祭。相信在将来，会有更多家

庭传播文明祭奠，让清明节更“清明”。

“云祭扫”让清明节更“清明”

“今年清明节，现场祭扫减少了三分之二。”

秦友波介绍，根据湖南省委、省民政厅出台的《关

于做好2020 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2020 年全省殡葬服务机构实行分时限流预约祭

扫。3月25日，湖南省殡葬协会负责技术开发

的“云上清明”平台上线，涵盖了全省103 家

园陵单位网上预约、云祭扫等服务功能。

截至4月7日8 时，“云上清明”累计预约

祭扫 227064人。网上祭祀新建纪念馆 8027

个，纪念馆访问量达到548339 次，网上鲜花、

供果次数达到 548339 次，云端接力总人数

342023人。

秦友波说，除了推出“云上清明”平台，各

市州殡葬协会也拿出了极具特色的祭奠方案。

如长沙市殡葬事务中心推出了无群众公祭活动；

衡阳市民政局则推出了“时空信箱”活动——

在全城区收集写给逝去亲人的家书，由民政局

殡葬中心集中焚化；湘潭市推出精品代祭扫等，

“多渠道、多方式祭祀为特殊时期的逝者亲人提

供了绿色清明大环境”。

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偏僻一隅，依山傍水的长沙明阳山福寿苑陵

园，显得格外安静。

数日前，一场特殊的“代祭”仪式在这里举行。

3 月 27 日上午，福禄广场内，数名工作人员身着工作制服，整

齐排列于两边。数米外的展台上，挂着一面写有“天地永恒 枝叶

长青”字样的屏布。随着音乐响起，在场众人双手合十，眼闭、不语。

当日的集体祭扫仪式尽管时间不长，形式简单，但必备的环节

一个不少——诵读祭文、黄丝带祈福、默哀、鞠躬、献花……

“我们希望通过‘诵祭词、献鲜花、致祭礼’的方式，为不能现

场祭祀逝者的群众寄托哀思，同时也表达我们对往生者的浓浓敬

意和思念之情，让所有已经逝去的生命得到告慰。” 长沙市殡葬事

务中心墓园服务部副部长马剑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今年的清

明节与以往大不一样。

一周后的清明节，别样的祭扫方

式逐一被“打开”。

4 月 4 日上午，数名前来祭扫的

市民刚迈过“明阳山福寿苑”牌楼，

就被保安拦住了。

“来，先测一下体温。”“扫码预

约了吗？”“来的人有点多，墓区祭扫，

一户只能进 3 个人，你们分两批进。”

走入陵园，往日祭扫人潮已然不

见，偶尔擦身而过的人会下意识地捂

紧口罩，侧身避让。

“因为疫情影响，清明节期间陵

园的人 流 量 为 48210 人 次 , 车 流 量

8670 辆次，相比去年几乎少了一半。

不过，墓区祭扫的方式更文明也更环

保了。”马剑说，18 年前，刚进入殡

葬服务行业的她被安排到长沙金盆

岭墓区工作，那时清明节前来祭扫的

群众可谓“下足了功夫”。

“一来就是一群人，提的提桶子，

带的带扫把、撮箕、抹布，还有人提

着几个大袋子，里面装的都是锅碗瓢

盆、香烛、鞭炮。”至于祭拜逝者的

纸钱，更是“一捆捆地烧”。

“长沙有句老话，‘不望过年，不

望过节，只望清明纸一页’。” 马剑

说，这是指“纸钱 烧得越多，孝心

诚意越足”。正因如此，在她的记忆

里，以前的清明节，墓区总是烟尘

弥漫，“如果没刮风下雨，两三天都

不得散”。

这种景象自 2017 年清明节时逐

渐出现转变——那年，长沙市殡葬

事务中心在明阳山福寿苑陵园等墓区

开展了“纸钱免费换鲜花”活动，共

设立 8 处兑换点，提供了数万支鲜花，

以此引导群众采用现代文明、环保、

安全的方式缅怀先人。

之后，这种祭扫的新风尚一直延

续至今。

“现在来墓区祭扫的群众大多只

摆些水果，用随身携带的湿纸巾擦

拭墓碑，再挂上清明纸球就算礼成。

临走前，还不忘将墓碑周围的纸屑果

皮收拾带走。”马剑说。

起初，“代客祭扫”曾在网上引

发不小争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

来越多的人有了新的理解。

“起初，因为出差或是出国，时

间空间上不允许赶回来祭祀，最后出

于无奈只能找人代为祭扫。但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开

始接受、理解、使用‘代客祭扫’。”

马剑说，或许是出于情感上的亏欠，

没能前来祭扫的家属往往有心向逝者

“解释”一番。

4 月 5 日，明阳山福寿苑陵园的

工作人员擦拭完墓碑，鞠躬行礼、敬

献鲜花后，远在河南郑州“宅家抗疫”

的张诗艺（化名）打来了电话，想要

与先父“视频通话”。画面显现的一瞬，

望着手机屏前的墓碑，张诗艺的双眼

湿润了。

“爸，这次女儿没能来看您，您

不要怪我……往年，我们都说要您保

佑全家人健健康康，但今年因为新

冠肺炎疫情，我们只有少出门、不出

门，才能够平平安安的。我知道，女

儿的苦衷，您肯定能理解……”而除

了在视频中和先人“说说心里话”，“云

祭祀”的出现也让更多远在他乡的家

属获得慰藉。

马剑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不能来陵园祭扫的市民可以关注微信

公众号“明阳山”，通过“网上祭扫”，

为逝去的亲友免费创建一个永久留存

的缅怀纪念馆。“在这里，可以上传

逝者的照片、祭文和生平事迹，创建

者还可以将纪念馆的链接分享转发

到朋友圈或微信群，以便更多的亲友

进入纪念页面，进行网络上香、献花，

鞠躬等操作，流程和墓区实地祭祀几

乎一样。”

除了祭扫方式“创新”，殡葬方式

也走起了绿色环保的路线。

“以前的墓区，大多数都是开一

条墓道，做一排排墓穴，再进行销

售，导致每 个墓穴因为占地大，价

格也被抬高。现在陵园都是先整体

规划，再分区开发，虽然墓穴越来

越小，但环境越来越生态。”马剑介

绍，在明阳山福寿苑陵园营造的综合

型生态园区已经初具雏形，并推出

了树葬、草坪葬、花葬、壁葬等多

种节地生态葬式，营造低碳、环保

的生态环境。

疫情下的清明，“云祭祀”成网红

传统祭扫开启文明新风

07新闻·娇点关注 2020年4月9日  本版编辑／李诗韵  首席视觉设计师／潘晶慧
 E－mail：lishiyun@fengone.com

声音 >>

编后 >>

工作人员向陵园的逝者献花，寄托哀思。

3 月 27 日，福禄广场上，工作人员正进行集体祭祀。

（上接 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