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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清明节。清明之祭，是中国人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可以按需选择祭扫方
式，但安全、文明应是不变的要求。时代变迁，有人通过网络祭奠，在虚拟的世界中表达哀思；有人选择为逝者
献上一束鲜花，不再烧纸烧香；也有人选择在家里举办简单的仪式，让思念静静流淌。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行惠
民、绿色、生态、文明的殡葬、祭扫方式，让节地生态安葬、文明低碳祭扫得到人们的情感认同并逐渐转化为大家
的行为习惯。

文明祭祀 绿色追思

清明将至，记者走访银川市松鹤陵
园、汉民花园公墓发现，烟雾缭绕的烧纸
现象不复存在。

3 月 26 日 9 时左右，银川松鹤陵园
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前来祭扫的市民，
园区循环播放着“文明祭扫，严禁烧纸”
的温馨提示，入口处放着一桶鲜花，市民
可免费领取。记者注意到，大多前来祭
扫的市民都手捧鲜花，神情肃穆。“松鹤
陵园自 2019年起已全面禁燃禁烧，禁止
携带鞭炮、烧纸、纸钱等易燃易爆物品入
园。”陵园入口处安检人员告诉记者，如
果发现有人携带烧纸、鞭炮等物品，他们
会要求市民将这些东西存放在入口处，
离开时带走。

用抹布擦去墓碑上的尘土，用刷子
刷洗墓碑上的污渍，再在墓前摆上花束，
拍照拍视频存档……记者了解到，今年，
松鹤陵园继续开展电话预约代祭服务。

“陵园代客祭扫有多种套餐可供选择，能
够满足市民对亲人的祭奠心愿。工作人

员会将服务过程以图片、视频等形式反
馈给市民，寄托对逝者的思念。”松鹤陵
园负责人吴志明告诉记者。

银川市汉民花园公墓入口处悬挂着
“移风易俗，文明祭扫”的宣传横幅。工
作人员一边宣传文明祭扫要求，一边检
查市民携带的物品，发现有携带烧纸的，
会要求市民用烧纸换鲜花。记者看到，
整个陵园里没有烟雾升腾的景象。“今年
本来打算带烧纸的，听说不允许烧纸，我
就买了一个绢花制作的花圈前来祭扫。
缅怀先人，重在心意，摆放鲜花绢花也是
心意的表达。”市民郭女士表示，不烧纸，
不污染环境，这种祭扫方式挺好。

今年清明节，银川市文明办发出文
明祭祀倡议书，倡导以敬献鲜花、植树绿
化、撰文悼念、家庭追思等方式祭奠，践
行绿色环保生态文明祭扫理念。倡导选
择深埋、树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
式，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一束鲜花寄哀思
本报记 张 涛 文/图

3月26日上午，市民带着鲜花前往花园公墓祭扫。

“清明节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
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这一时节万物

‘吐故纳新’，大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
清明节扫墓祭祀、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的传统，不仅有利于弘扬孝道
亲情、唤醒家族共同记忆，还可促进家族
成员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宁夏
社科院古籍文献研究所所长张万静告诉
记者，清明节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为
精神宗旨，是一个集自然韵律、人伦亲情
和信仰情感等多元意蕴于一体的节日，
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
气点，也是传统节日。

2006 年 5 月 20 日，经国务院批准，
清明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清明节有哪些传统习俗？张
万静介绍，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

节的两大礼俗主题。清明时节气候暖
和、草木萌动、桃花盛开，处处给人以清
新明朗、欣欣向荣的感觉。清明扫墓，是
祭祀逝者的一种活动。在中国，除汉族
外，满族、赫哲族、壮族、鄂伦春族、侗族、
土家族、苗族等 24个少数民族也有过清
明节的习俗。此外，清明节还有放风筝、
荡秋千、戴柳插柳的习俗。

对于清明节扫墓习俗为何能流传下
来，张万静说，追根溯源，这跟我们祭祀
祖先有关。春天来了，雨水充沛，由于过
去大部分是土葬，为防止雨水将墓地冲
毁，所以要对祖先的墓地进行修葺。千
百年来，扫墓的习俗源远流长。

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清明节在春
分之后，是越过冬寒、万物复苏的时间交
汇点。这时冬天已全然退隐，天气清朗、

四野明净、春意盎然、生机勃发，人们蹚
过了严冬的冷酷，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大
好时光，心态阳光、精神放松。宋代诗人
吴惟信所作《苏堤清明即事》有云：梨花
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
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诗情画意，
尽在字里行间。在我国南方地区，长期
流传着清明节插柳习俗。“南方春天来得
早，清明时节，农家把沟渠整理得干干净
净，柳树成活率非常高，成排成行的柳树
返青发芽，人们执柳相送，互相祝福。井
井有条这个成语也是这么来的。”张万静
说，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
惯。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
等。清明节荡秋千的习俗也有历史渊
源。远古人类为了生存，经常要在森林
中采集食物，通过树藤荡在高处和低处，

采集野果等，从人类进化角度来看，祖先
的这种生存本领流传了下来，这就是荡
秋千的来历。秋千以前叫千秋，汉武帝
时期举行了一个活动叫千秋祭祀，后来
为了避讳，改名为秋千。

张万静告诉记者，在中国的美食传
统中，清明是最好的时节。南方的青团、
北方的春饼……大江南北的清明美食，
为美好的生活增加了味道。放风筝作为
清明习俗之一，流传已久，古时也把清明
节称为“风筝节”。因“筝”与“症”谐音，
在风筝放飞升高后就把引线剪断，让风
筝远远飘去，据说可以带走烦恼、苦闷、
忧患与病痛。清明节习俗的核心精神有
孝道、感恩、怀旧、热爱大自然和热爱生
命这些情感，对现代人有着非常重大的
教育意义。

梨花风起正清明
本报记者 张 涛

3月26日5时，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榆树沟管理站站长张卫
宁和同事们穿好防火服，带上防火装备
开始巡山，这是他在贺兰山护林防火的
第23个年头。

“随着文明祭祀渐入人心，点香烧纸
的人逐渐少了。”张卫宁说，即便如此，森
林防火也丝毫不敢放松。清明节期间，
从清晨到傍晚，榆树沟管理站所有防火
员都在山上巡查，下午 5点下班之后，还
有值班员轮流值夜。

作为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春季
防火压力最大的区域，从 3月 9日开始，
该站就已吹响了春季防火攻坚战的
号角。

榆树沟管理站共有干部职工 23人，
平日里大家按照各自负责的区域巡视。
随着清明节临近，进山祭扫的人逐渐增
多，除了在各个进入保护区的重要路口
值守登记进山人员外，护林员巡山次数
也随之增加。

“我的巡护路线是银巴路这条线，上
午上山沿防火道巡护，下午沿山下道路
巡护。”护林员李志军与这座山相守了34
年，对山上每个角落都很熟悉。他说，只
要能够守护好这片山林，再苦再累都
值得。

“进山一律不准带易燃易爆物品，请
大家文明祭扫。”在大什字沟森林防火检
查站，护林员张世杰和同事反复对前往

墓地的祭扫人员进行宣讲。“我们要对
进入保护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
检查，严禁携带烧纸、火种、香烛、鞭炮
等进入保护区，大家都很配合。”张世
杰说，管理站巡查采取“人防+技防”模
式，运用视频监控和无人机进行全天
候实时监控。

3月初，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深入分析当前森林火险形势，
对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坚决做到“封住山、看住人、管住
火”，确保保护区森林草原防火安全，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创新
宣传手段，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森林防
火，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上山祭祖防火为先
本报记者 马 忠 文/图

防护员筑牢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

银川开通公交祭扫专线

3月22日至4月5日期间，银川市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开通公交祭扫专线，方便广大市民前往
银川植物园（松鹤陵园、福寿园）、银川市榆树沟
公墓、金山陵园祭扫祭奠。

文字 张涛 制图 陈丽

以上线路在发车时间段内，根据实际客流，客
满即发，灵活调整发车班次，乘坐公交可刷卡、扫
码、现金支付，不享受城市交通卡优惠。此外，在
清明祭扫高峰时段，对途经银川植物园的公交
305路、711路根据客流情况进行加密。

公交服务大厅：可乘坐公交19路、23路、40路、311
路、501路

公交旅游集散中心：可乘坐公交11路、18路、33路、
37路、49路、53路、101路、313路、316路

美德亨国际家居：可乘坐公交7路、17路、44路、
106路、307路

银川火车站西广场：可乘坐公交5路、6路、26路、11
路、24路、36路、50路、52路、107路、306路、310路

8:00—9:00，返回时间：11:00—12:00

•无人售票，公交服务大厅、银川火车站西广场至银川
植物园票价3元/人，公交旅游集散中心、美德亨国际家居
至银川植物园票价5元/人。

公交服务大厅：可乘坐公交19路、23路、40路、311
路、501路

公交旅游集散中心：可乘坐公交11路、18路、33路、
37路、49路、53路、101路、313路、316路

银川火车站西广场：兴州街火车西站广场内乘车处，
可乘坐公交5路、6路、26路、11路、24路、36路、50路、52
路、107路、306路、310路

8:00—9:00，返回时间：12:00—12:30
•无人售票，票价10元/人。

贺兰县烟草公司，可乘坐公交311路、327路、401路、
405路、709路

8:30—9:00，返回时间：11:00—12:00
•无人售票，票价1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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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鲜花代替鞭炮和纸钱，清明前夕，
没有了“烟火味”的银川福寿园，显得很
安静。

3月 24日，自治区民政厅、宁夏殡葬
协会、银川市文明办、银川市民政局在福
寿园举行了以“慎终追远 礼赞生命”为
主题的清明节地生态安葬暨社会公祭
活动。

诵读安灵词、安葬、鞠躬、献花……
简短的告别仪式后，19位逝者的骨灰被
安放在陵园的生态松柏下。

一束菊花、一个鞠躬、几许默哀，市

民袁女士满怀对已逝亲人的哀思，参与
了整个祭祀活动。“选择这种方式‘告别’，
是母亲的遗愿。”在袁女士看来，生于生
态、归于自然，这种让逝者与绿树花草为
伴的殡葬方式简单又不失庄重，值得
推广。

银川市殡葬管理所所长陈学兵告诉
记者，银川于 2014年出台了惠民殡葬及
节地生态安葬奖励补助办法，并于 2017
年扩大了奖励补助范围，对于遗体火化
的，可减免 1178 元的基本殡葬费；选择
节地生态安葬的，给予 2000元至 5000元

的资金奖励。通过近年的宣传引导和鼓
励，群众对节地生态葬有了深入认识，选
择节地生态葬的市民数量逐年增加。

“现在是祭扫高峰期，来福寿园祭祀
的人很多。”银川福寿园人文纪念园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林毅告诉记者，为推广文
明低碳的祭扫方式，该园开通了云祭祀
平台，为每位故人建立实景墓碑，亲属可
通过网络为逝者送花、点烛、上供、抒写
悼词等进行缅怀追思。

从入土为安到终归自然、从现场祭
扫到网络祭扫……我区大力推行惠民、

绿色、生态、文明的殡葬方式，让节地生
态安葬、文明低碳祭扫得到人们的情感
认同并逐渐转化为大家的行为习惯。

自治区民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民
政厅日前下发《关于做好 2023年清明节
祭扫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合理设定殡
葬服务机构及祭扫场所的人员承载量，
采取网上预约、短信提醒等手段，引导群
众分时段、间隔性祭扫，控制祭扫人员数
量、时长，防止人员聚集引发事故，确保
实现安全祭扫、文明祭扫、平安清明的
目标。

生态安葬渐入人心
本报记者 姜 璐 实习生 郭晓雪

本报讯（记者 陈思 实习生 林伟建）清明将至，结合往
年出行规律，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预计今年祭扫高峰期，
全区各大公墓陵园周边道路人流、车辆骤增。对此，该局组织
召开全区公安交管部门视频会议，对做好清明节交通安保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分析研判，有针
对性地制定对策措施，增派执勤警力，增设引导指示标志，优
化交通组织，增加临时停车泊位，规范通行、停车秩序。同时，
集中排查整治，对景区墓区道路和临水临崖、急弯陡坡、长大
下坡等路段隐患开展集中联合检查，清理源头安全隐患。

3月初，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各辖区大队提前对各
县区公墓沿线道路实地踏勘，排查隐患。同时，协调公墓管理
方对墓区内部道路进行修缮、保养。针对银川市西夏区榆树
沟公墓路、110国道与 307国道路口、110国道与南绕城延伸段
路口、银川市金凤区花园公墓门口路段、灵武市马鞍山公墓周
边路段等近 20条易拥堵路段，合理优化渠化易堵点交通组织，
在祭扫高峰日安排警力在岗，保障道路畅通。安排“飓风行动
队”队员驾驶摩托车沿线巡逻，对逆行、强超强会、违停等不文
明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劝导。安排清障车在主要路段泊车待
命，第一时间对事故车、故障车进行清拖，避免因交通事故等
引发长时间、大面积的交通拥堵。

3月 25日 7时 30分，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夏区交
警二大队执勤民警苏斌早早到岗，在 110国道与南绕城延伸段
路口处疏导过往车辆。据介绍，这一路段是通往榆树沟公墓
的主要路线。为保障此路段道路通畅，清明节前夕，西夏交警
二大队民警深入该路段，在对向车道上设置临时道路隔离桩，
将对向车道“一分为二”，缓解了因路面坑洼引起的车辆排队
缓行现象。

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召开会议
安排部署清明节交通安保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