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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政部提出，全国殡葬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归口，2009

年颁布的我国首部《殡葬

服务从业人员资质条件》

国家标准规定，殡葬从

业人员均须持证上岗，各

工种人员须具备专门的

从业能力——总体来说，

必须具备初中以上学历水

平，接受相关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培训，持有相关部

门核发的上岗证书或资格

证书，或按规定参与专业

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

例如：殡仪服务员至少初

中毕业，取得本职业初级

正规培训结业证书或连续

见习工作 2 年以上，具有

一定语言文字表达、沟通

协调、观察判断能力。遗

体整容师具有良好形体

感，手指、手臂灵活，特

别是对颜色的辨别力要强。

而根据《湖南省“十四

五”殡葬事业发展行动方

案》，各市州、县市区统筹

中央预算内投资、财政预

算资金、福彩公益金、债

券资金，加大对公益性殡

葬设施建设、惠民殡葬、

绿色殡葬的投入，保障托

底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

推进行动方案与国土空间

规划有效衔接，推动地方

公益性用地指标支持殡葬

设施建设。关心关爱殡葬

行业干部职工，改善殡葬

从业人员工作条件和生活

待遇，为推进殡葬事业发

展提供人才保障。

同时，据《2021 年民

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

据显示，截至 2021年年底，

殡葬服务机构职工 8.7 万

人，其中殡仪馆职工 4.7 万

人。各地持续推进教育培

训、能力提升，走出了一条

殡葬人才队伍建设培养的

新路子。湖南在这一方面，

也在进行积极的探索。

有时，梁云莉也会被家属的

悲恸感染，哽咽着主持完整场仪

式。“但主持人要控制自己情绪，

不能把眼泪洒在告别厅里。”

除了悲伤，梁云莉感受更多

的是遗憾。“有次告别一位41岁

的男性，我们向家属了解他的生

平。发现他身体特别好，家庭和

睦，经济条件也不错，可以说是

‘人生赢家’了。但一次喝酒到

凌晨，在睡梦中人就没了，来不

及送医院，也来不及给家人留一

句话，孩子在告别式现场哭得撕

心裂肺，这种情况见得多了，让

人觉得生死无常。”

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梁云

莉的人生哲学总结成 8 个字：“珍

惜眼前，活在当下”，简单又深刻。

“你会意识到，人生短短几十年，

明天和意外都不知道哪个先来，

许多事情便不会像以前那样斤斤

计较，整个人心态会变得更平和。”

今年 5月，梁云莉学会用视

频记录下主持告别仪式的工作，

发在抖音上。她的初心，是想让

更多人了解殡葬行业从业者的生

活和工作，少一点误解和偏见。

但“不就是赚死人钱”“生的时候

不对父母好，死后搞这些名堂”

等类似的评论几乎在每条视频下

都能看见，梁云莉尽量“眼不见

为净”。

让梁云莉欣喜的是，鼓励、

好奇的评论还是占大多数，“还有

在评论区直接问怎么接单、还招

不招人。”通过线上渠

道，梁云莉已经接了五

六场告别仪式，还有不

少年轻人加上了梁云莉

的联系方式，询问殡葬

相关的流程事宜，梁云

莉也会尽力用自己获知

的全部信息指导他们。

入行前，肖雪辉总

觉得死亡很遥远，生命

很长，可以任性挥洒，

也并未思考过生命的意

义。而如今被推到各种

死亡面前时，她感到被

激发出对生的感激。“一

朵小花的美，一首歌的

柔情，一个笑容的甜蜜，

都是生命里可贵的东西，

而以前似乎看不到。现在我看到

了，想紧紧把握，想珍惜再珍惜。”

如今，见过太多的死亡，肖

雪辉对死亡看得淡然，“死亡并不

是一个人生命的结束，逝者会永

远活在生者心中。视死如生，死

者为大，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一点。”

湖南省民政厅：
对推进殡葬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殡葬门店遭抵制事件

频发，反映的是一种“邻

避效应”。一方面，在社

会传统观念中，殡葬行

业往往带有“死亡”的标

签，象征着一种“人生的

衰败”，对“死亡”的忌

讳投射到了行业从业者身

上，并与居民日常生活情

境联系到一起，使居民不

自觉地产生排斥心理；另

一方面，周边固定资产贬

值、其他商家生意减少也

会引发居民对殡葬门店的

抵触情绪。

但生与死是自然规律，

每个人未来都会走向死

亡阶段，我们应该对每个

专家：殡葬服务是每个人绕不开的“人生大事”

“死亡是随时来临的。”汪苗

苗说，半夜两三点接到家属电话，

去运送遗体是常事，连轴转久了，

就在衣服口袋里，放一瓶速效救

心丸。

“最辛苦的是过去遭遇疫情

的这三年，每次都是抱着‘视死

如归’的心态工作。”每接一位

逝者，汪苗苗都得全程消毒、穿

全套防护服。按一般流程，从开

具死亡证明到追悼会，相隔 3~5

天，在殡仪馆办理火化等相关

手续，需要一天时间。“去年年

底，我们一天最多接了五六百具

遗体。”按这样的流程进行下来，

时间更被拉长。“每天与家属沟

通最多的，已经不再是商量着去

策划一个体面完满的仪式，而是

如何尽快压缩最终告别的时间。”

尽管如此，汪苗苗仍会想办

法让不少家属在火化前见逝者最

后一面。在几百具遗体中尽快找

到逝者，一个个把前排停放的遗

体推出来，让家属和逝者进行单

独、最后的告别。“尽管要花上

三四个小时，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可缺失的环节。”

梁云莉是衡阳耒阳市一家知

名殡葬服务公司的合伙人，也

是耒阳恒达生命礼仪团队队长，

主持过 80 余场告别仪式。“一

场完整的仪式，需要有入场、祭

拜、献花、念悼词等环节，传

达着人们对死亡的尊重和哀思

的寄托。”

除了面对逝者，梁云莉和团

队成员更多的是要引导好家属，

掌控告别仪式的氛围。“我们遇

到的逝者大部分是老年人，子女

和他们感情特别深。”一次，梁

云莉正在念悼词，逝者女儿已经

50 多岁了，哭倒在地上打滚。“她

说，自己接受不了这一辈子再也

见不到自己的父母。”这时，梁

云莉只能扶起她，并宽慰她：“再

难受，也要保重身体。”

而面对年轻逝者，梁云莉会

建议逝者父母不出席最后的告

别仪式，由逝者孩子进行告别。

“白发人送黑发人，总是让老人

难以承受，而孩子的告别，是一

堂死亡课的教育。”仪式开始前，

梁云莉会和逝者家人唤来懵懵

懂懂的孩子，“我们告诉他，爸

爸永远地离开了，但我们仍然可

以怀念他、记住他，

引导孩子正视死亡，

不再感到恐惧。”

在很多人看来，

殡葬主持人都在渲

染悲痛。“其实不是，

仪式的核心在于化悲

痛为力量，是让活着

的人在释放悲痛之后

努力幸福地活着，是

给活着的人精神抚

慰。”因此，每场告

别仪式前，梁云莉都

会反复询问家属逝者

的信息，以便根据逝

者职业、爱好、生前

愿望等来设计仪式、

精心组织悼词语言。

“不仅如此，我

们还会设计一个必备的环节：请

逝者的亲朋好友，在白底黑字的

长卷上，写下对逝者想说的话。

有时，铺满整张长卷的文字都

是‘一路走好’。”在梁云莉看来，

殡葬行业也是能够传播孝道的一

个行业。“主持前，要了解逝者一

生的经历，性格爱好，在这个过

程中，我能知道儿女对父母是否

孝敬。”

“要懂得感恩，不要等父母

走了才后悔、自责没有好好陪伴

父母……”梁云莉的主持现场总

是哭声不断，“不仅是触动逝者

儿女，也能用悼词唤起在场所有

人对于孝的思考和感动，让他们

珍惜眼前人。”

仪式—— 最后的告别，给活着的人精神抚慰

心声—— 视死如生，死者为大，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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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丽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
社会工作专业讲师

人的价值和尊严给予基本尊

重，理解殡葬服务与从业人

员，以包容平和的心态理性

看待殡葬场所。当殡葬门店

不断“东躲西藏”，其与传统

观念中“不吉利”刻板印象

的冲突也将越来越强烈。我

们需要从宣传、监管、教育

三方面入手，改变这一偏见。

首先是“脱敏”。对大家

“讳莫如深”的议题，如果

能通过新闻、影视剧、网

络论坛等形式，被更多地讨

论和呈现，大家对“死亡”，

以及与之相关的殡葬行业从

业者的恐惧和抗拒，会慢慢

消减。

其次，相关部门应充分

考虑行业特殊性，结合城市

区域规划和社会观念变迁，

依法依规对殡葬门店选址给

出适当建议，从政策上有一

个正确的导向，给予他们在

公众前的曝光度，以提高公

众对相关从业者的接受和认

可程度。

最后，死亡教育的推进

十分重要。要加强生命教育

宣传，填补死亡教育空缺，

消解从业者自我排斥和内心

压力，引导居民摘下“有色眼

镜”，意识到殡葬服务是每

个人绕不开的“人生大事”。

梁云莉在主持告别仪式。

一场告别仪式，传达着对死亡的尊重和家属的
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