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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亲人，请文明祭扫！

文·摄影/本报记者郝儒冰刘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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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文明祭扫

厚养薄葬

4月4日，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

环保局了解到，该局已经向全市

发出倡议书，倡导市民在清明节

期间文明祭祀、环保祭祀、节俭祭

祀、安全祭祀，提倡大家以更加环

保、安全、文明的方式祭奠逝者、

悼念先人、缅怀英烈、寄托哀思，

减少焚烧纸钱、冥物对空气环境

的质量污染，确保首府“天明地

洁、气象晴朗，日暖花开，雾霾不

再”。

与此同时，呼和浩特市城管

局也号召市民改变传统的祭奠方

式，采取鲜花祭祀、网上祭祀、种

植纪念树等低碳、环保的形式，寄

托对已故亲人的哀思，将中华民

族慎终追远的情感融入现代文明

的表达方式。

呼和浩特市城管局检察一支

队一名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大家应该树立厚养薄葬的

新观念，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

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老人在世

时，多尽孝道，做到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老人逝去后，从俭办丧、

文明祭奠，这样才能让逝者欣慰，

让生者安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

倡导文明祭祀，4月1日，呼和浩特

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还在呼和

浩特市慈安人文生态园联合举办

了呼和浩特市“第二届节地生态

免费安葬活动”。当日，慈安人文

生态园为参加免费节地生态安葬

的13名逝者举行了庄重肃穆的集

体安葬仪式，13位逝者的骨灰装

在可降解骨灰盒中，深埋在绿树

旁、草坪下，让生命归于自然。

市民李女士说：“我的父亲生

前非常热爱内蒙古的大草原，工

作也和草原生态相关。他生前的

遗愿就是死后与草原相伴，所以

我们做儿女的遵从他的遗愿，让

父亲生前身后都与他热爱的草原

相依相伴。”

在另一边，专门从天津赶回

来给父母扫墓的何女士将一束鲜

花放到父母的墓碑前，细心擦去

墓碑上的尘土。“父母生前喜欢花

草，喜欢干净，这种祭奠方式，他

们一定喜欢。”何女士说。

树葬、 花坛葬、 草坪葬、壁

葬、花坛葬……近年来，内蒙古

生态安葬的形式越来越多。记者

从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处了解

到，内蒙古从2013年开始推行生

态安葬，截至2015年底，已经有

5000多名逝者家属选择了生态

安葬。

焚香烛、摆水果、撒纸钱……记者近日采访中发现，清明节前后，有不少市民仍然在街头烧纸祭祀，纸钱焚烧

后，道路上留下一堆堆焦黑的纸灰，造成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火灾隐患。

便道烧纸有隐患

4月3日入夜，金桥开发区部分小区院内和

路边便道上，逐渐亮起星星点点的火光，一些

市民正在烧纸、摆水果，洒一瓶白酒，寄托哀

思，部分市民拿树枝将火挑旺，投入剩下的纸

钱和香烛，没有等到火熄灭、香燃尽，便离开了

现场。4月4日早晨， 纸钱焚烧后遗留在路面上

的纸灰一堆堆一簇簇，风一吹，纸灰滚得满街

都是，给环卫工人带来了较大的保洁压力。

“今年马路上祭扫的人少了， 都挪到了绿

化带后面的便道里。” 金桥开发区石化路段的

环卫工人告诉记者，由于祭扫堆内有未烧尽的

水果、锡纸、饮料瓶等物品，黏在便道上很难清

理干净， 部分没烧尽的纸钱随风吹到绿化带

里，环卫工人只好拿手清掏，一片一片捡拾。

“希望市民们能去指定地点进行祭扫，如

果非要在街头烧纸， 可以结束后稍微收拾一

下，把火扑灭了再走。”这名环卫工人无奈地告

诉记者， 大家多在距离绿化带较近的便道祭

扫，有不小的安全隐患，极易发生火灾。

纸钱仍是“硬通货”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由于今年执法力度较

大，街头推车、摆摊卖纸钱的现象较为罕见，不

少生意转移到了居民小区内的超市里。4月4

日，记者分别在新城区星火巷和金桥开发区馨

康花园北区的两家超市门口看见，超市门口摆

着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冥币、花圈等祭祀用

品， 生意很火。“清明节总要给先人烧点什么，

街边查得紧，小区里很多人来我这买纸钱。”超

市老板告诉记者，自己10天前就进了货，卖得

还不错。

除了实体店，不少市民也在网上买祭祀用

品，一套烧纸祭祖套装仅售28元还包邮，里面

有“元宝”“金条”、纸钱、纸质手机、五色寒衣

纸、香烛、火柴等物件。“现在街面上的纸钱不

好买，我提前在网上买了几套纸品，给我奶奶

烧一套‘大别墅’……”呼和浩特市民刘文斌告

诉记者，由于工作忙无法回老家给老人上坟祭

扫，只好清早来到小区门口的分岔路上给老人

烧纸祭奠。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多数市民

购买祭祀纸品后，都选择到附近的路口一烧了

事，很少有人到指定地点进行祭扫。

记者注意到， 尽管今年首府提倡鲜花祭

扫，各个花店也均推出了菊花花束，但是相比

超市的纸钱生意，明显要冷清很多。

“每年清明节前， 我都会从昆明进一些

黄菊和白菊，卖得还可以，但是比起来母亲

节的康乃馨和情人节的玫瑰，销量实在是差

远了……” 据回民区一家鲜花店的老板介绍，

今年她还在美团上更新了祭祀鲜花的团购，一

束祭祀菊花45元，仅仅售出12束，与往年销量

基本持平。

“虽然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 但是市民的

消费观念还没有扭转，总觉得鲜花扔在祭祀点

过于浪费，大多拿回家祭拜在故人的遗像前。”

这名花店老板无奈地告诉记者，大部分市民给

亲人祭奠都会买纸钱， 买鲜花的寥寥无几，因

为大家认为纸钱仍然是“硬通货”，比鲜花更能

带给死者慰藉。

清明节前后，呼和浩特

市环卫局在以往焚烧冥币

多发的路口设置宣传标语，

引导市民摒弃传统祭祀方

式，在4月2~7日期间的祭祀

高峰期，针对个别地点会出

现的焚烧冥币纸屑等杂物

的情况，市区两级检查人员

还分早晚每日两次进行专

项检查，并配置专人和手推

车及时清理产生的各类垃

圾。

“我们通过设置专人管

理重点区域、延长保洁时间、

增派保洁人员、 增加保洁次

数、 人机结合清扫作业等多

种方式， 保证市区道路干净

整洁，及时清扫各类废弃物，

发现一处清理一处。此外，还

加强垃圾收运工作， 增配了

运输车辆和作业人员。”呼和

浩特市环卫局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环卫部门在重点

区域以及祭祀点增加设置收

集垃圾容器或保洁手推车，

保证祭祀供品等各类杂物随

产随清。

“老人家，市区里不允许

焚烧冥币，这样对环境不好，

有安全隐患，政府也有规定，

您别再烧了。”4月2日晚上21

时， 新城区城管执法人员在

兴安北路规劝一位烧纸的老

人，老人十分配合，收拾了手

上的东西很快离开了。

记者从新城区城管局了

解到，清明节期间，新城区城

管局全员在岗不休， 采取局

领导包片，科室、中队负责人

包段的方式，每日出动450名

执法人员，120辆电动执法

车，36辆执法车， 全员上路，

做好路面管控工作， 疏导街

头焚烧祭奠行为， 引导市民

在指定的鲜花祭祀点或改用

其他文明方式祭祀。 自4月1

日夜间起， 保障辖区内29个

主要路口重点监控， 保证每

个路口均有两名执法人员在

岗，其他路口定期、不定期结

合的方式巡查监控。

今年， 赛罕区民政部门

首次在辖区街道上安放了7

个用于祭奠的铁皮焚烧箱，

以便市民烧纸祭扫。4月4日，

记者在位于金桥开发区赛罕

大厦附近看到， 焚烧箱立在

便道上， 上面写有“移风易

俗、文明祭扫、亲人安息”等

字样。打开箱体，市民可以烧

纸、烧贡品，箱体下方能接香

灰， 便于环卫工人及时进行

收集、清扫。

城管规劝街头祭奠行为

保洁工作量增大

规劝街头祭奠行为

为市民发放免费鲜花

焚烧箱方便市民祭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