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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婚恋、维情维权
心理咨询、婚庆婚纱

神农公园
觅缘文化
(原戴碧蓉婚介+
株洲红娘+文姐
婚介)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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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未婚：38岁，大专，
办公室出纳，身材好
女未婚：35岁，本科，
广铁集团，气质佳
女未婚：26岁，硕士，
市场部主任，独女
女未育：32岁，本科，
事业单位会计，可爱
甜美
女未婚：35岁，本科，
教师，小巧可爱
女未婚：28 岁，在编
老师，独女
女离婚：50岁，本科，
语文老师，气质好
女离婚：60岁，中专，
医院退休
女离婚：37岁，医疗纹
绣师，漂亮，身材好
女丧偶：57 岁，教师
退休，善良，小孩独立
女丧偶：51 岁，国企
退休，女深圳
女离婚：47 岁，服装
老板，条件好
男未婚：32岁，本科，
1.73 米，证券营业部
管理
男未婚：32岁，本科，研
究所工程师，有房有车
男未婚：30 岁，1.78
米，本科，保俭公司
有编制
男离婚：46岁，1.70米，
大专，金融主任，帅气
男离婚：57岁，本科，
数学教师
男丧偶：58 岁，企业
退休，人实在，女孩
己结婚
男离婚：60岁，大专，
银行退休，小孩己婚

福寿山庄
举行清明公益代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通讯员/罗捷）4 月 4 日上午，一场特殊的祭
祀仪式在株洲遗体捐献纪念碑前举行。

活动现场，福寿山庄的工作人员朗诵
《生命的礼物》祭文，一字一句表露出对所
有逝者的无限追思，果果实心、杯杯美酒、
条条丝带在三献礼中化为大家对捐献者的
崇高敬意，寄托人们对逝者的无限哀思。

遗体捐献纪念碑，不仅是遗体（角膜）、
器官捐献者刻碑留念的载体，也是广大人
民群众和捐献者家属悼念和追思的场所。

今年清明，全市各公墓（陵园）严格实
行预约、限量、分时、错峰祭扫。福寿山庄
举行遗体捐献者祭祀仪式，亦是弥补市民
因疫情影响而无法现场祭扫的遗憾，同时
也倡导市民以绿色低碳、安全文明的祭祀
方式来传承清明传统文化。

“网上祭祀”“居家追思”“代为祭扫”……

今年清明，不“疫”样的思念方式
策划/蒋胜金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谢嘉

▲今年清明节期间，“代为祭扫”订单多。 记者/谢嘉 摄

2022 年清明
节，在株洲市区
工作的颜良决定
不回江西祭祖，

“疫情防控期间，
安全第一”。

为做好今年
疫情防控背景下
的清明节祭扫工
作，我市发出倡
议与提示，鼓励

“网上祭祀”“居
家追思”“代为祭
扫”等方式缅怀
故人。

清明遇上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清明祭祀随

“疫”而变。

少了专车，多了“代祭”

“往年我们都会开通临时接驳专线，今
年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暂停了。”福寿山庄
相关负责人说，清明节祭扫提倡预约，今年
福寿山庄设定的上限是每天2500人次，最
高峰在 4 月 3 日，不到 1500 人次。预约数
据显示，4 月 1 日-7 日，共预约 3860 人次。
同时，该负责人表示，根据初步判断，今年
清明现场祭扫人数同比下降至少六成。

从全市公墓预约数据显示，全市4月2
日、3 日是清明祭扫高峰，随后祭扫人数逐
步回落趋于平稳。与人数减少不同，“代为
祭扫”需求明显增加。

福寿山庄礼仪师杜瑞强，2019 年开始
进行“代为祭扫”业务。杜瑞强介绍，今年4
月2日到4月6日，有40余个家庭选择了福
寿山庄“代为祭扫”业务服务，这个数量，已
经超过了2021年全年。

少了烟味，多了“花香”

4 月 3 日，记者走访福寿山庄、福寿陵
园、仁孝陵园，不见烟火弥漫的场景，人们
大都手捧鲜花和水果，或者插上一支纸制

“金山银山”，以这样的方式祭祀先辈。
“这是墓园的草坪葬区，草坪深埋骨灰

后，表面仅保留一小型卧式墓碑。”福寿山
庄相关工作人员说，近年来，生态葬的方式
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接受，这一片就安置
了521名草坪葬、60名树葬逝者，亲人祭扫
时，一般选择祈福丝带和鲜花。市民罗捷
的父亲就是草坪葬，今年她在墓前只放了
鲜花和水果。

在天元区三门镇南江村，南江村党总
支副书记李朝光说，往年清明节村民都会
大量购买爆竹、纸钱、香烛等用品，还要大
操大办“清明酒”，铺张浪费严重。“现在把
禁止大操大办写进了《村规民约》，情况大
不一样了，献花、种树等文明祭扫成为主要
形式。”

家族祭扫“领头人”
朝着家乡方向遥祭先人

年过50岁的颜良，老家在江
西九江，因工作关系，一家老小定
居株洲。

年少无忧时，清明假期一度
被颜良视为“春游”好时机。因为
对埋在故土的祖辈记忆不深，他
几乎没有悲伤之情。颜良只知
道，每到清明，父亲和叔伯们无论
多远多忙，都会相约上山清除杂
草，摆上祭品，倒上祭酒，然后在
坟前磕头，“后来奶奶去世，埋葬
在那里，我才对清明祭拜有了特

殊的情感。”
2017 年清明节，是颜良最难

过的，父亲猝然离世，老屋后面的
那座山也成了他最思念的地方。
颜良说，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有
一双又黑又粗糙的手，那双手有
泥土的味道，也养活了一大家
子。清明成了他们五兄妹与父亲
相见的无约之约。身为长子，颜
良是每年祭扫的组织者。这些
年，他也似儿时眼中的父辈们一
样，神色凝重摆上祭品、斟满祭

酒，虔诚地焚燃传说可以通灵的
香烛，倾诉、跪拜……

“外出人员不返株、在株人员
不离株。”今年，当颜良在微信中
看到清明节倡议后，最终决定不
回乡。他联系了在家乡的亲人代
他去看看先人，还在微信上转去
香烛钱。这几天的晚上，颜良都
会在小区门口朝着家乡的方向，
心里跟逝去的亲人说点什么，表
达哀思。

“00后”女孩
在“云祭祀”中读懂家族情感

“00 后”女孩刘雯从来没去
祭扫过家乡的祖坟，因为在株洲
长大，祖坟却在四川，以前对祭祀
先祖其实并没有概念。由于疫情
影响，刘雯的伯伯为家中已逝长
辈建立了一个“云祭奠馆”，并把
链接发在了家族群里，让大家都
可以“尽一份孝心”。

“老妈：您离开我们已经有
10 年了，我们怀念您。今年由于
疫情的原因，我们不能前往祭
扫，愿天堂不受疫情的影响。”

“今年，家里添丁加口——孙子

出生。待疫情过后，再来拜祭，
愿您保佑我们全家大小平安健
康。”“想说的太多，但是不知从
何说起，打了又删。只想说句，
妈妈我想您了……”“云祭奠馆”
页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彼此的留
言。刘雯说，平常不善言辞的伯
伯姑姑们，把本该在墓碑前对家
中已逝老人说的话，都写在了留
言区里。长辈们似乎成了小孩，
释放着思念之情。

“看到留言，我都哭了。”刘
雯说，网络祭祀似乎意外地让小

辈感受到了家族内的情感传承。
“80 后”的王志全，今年清明

节也不准备回炎陵实地祭拜。
他被同事推荐了“云上清明”平
台，3 月 2 日建好“网络纪念馆”，
3 月 3 日一家人通过网上祭扫的
方式，完成清明节祭祖。“蜡烛、
香、各种祭品在平台上一应俱
全，上面还有简介、文章、相册、
留言等。”王志全觉得网上祭扫
也很有仪式感，既守护了传统，
又引领了文明、绿色、安全的新
风尚。

在外游子
思考再三选择“代为祭祀”

4月2日，在衡阳工作的陈先
生拨打了石峰区福寿山庄的电
话，选择“代为祭扫”服务。陈先
生早年定居衡阳，两年前，他的父
亲患癌去世，后接母亲去衡阳共
住。原本今年准备回株祭扫，却
因疫情防控要求无法出门。

陈先生说，3 月底就看到父
亲所在的福寿山庄有“代为祭
扫”服务，迟迟没决定。主要是
母亲觉得代扫没有诚意，称如果

不是家里人去祭扫，心里会不舒
服。“这也是寄托哀思的一种方
式嘛。”陈先生说，他了解到陵园

“代为祭扫”有 128 元、238 元、
328 元三种套餐，一份 128 元的

“忠孝型套餐”，就包含了擦拭墓
碑、献鲜花、奉酒、奉香烛、鞠躬、
拍 摄 等 内 容 。 而 要 价 最 高 的

“至尊型套餐”，在此基础上多
加了摆放三款水果、鲜花增至
11 朵、代读思亲赋等服务，并可

现场直播。
“我选择了328元的套餐，但

具体价格并没和母亲说。”4 月 3
日上午，陈先生和母亲通过福寿
山庄礼仪师的直播，进行了网上
祭扫。陈先生说，礼仪师表现得
很专业，流程快结束时，母亲让礼
仪师将手机屏幕对着父亲墓碑，
重复说着：因为疫情我们不能来，
等过阵子就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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