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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殡葬服务回归公益属性、选择更
绿色文明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代客
祭扫、网络祭扫等新型祭扫方式日益
深入人心……这个清明节，一股殡葬
清风正吹拂华夏大地，让逝者安息，让
生者慰藉。这是我国近年来不断推进
殡葬改革而结出的累累硕果。

更惠民：殡葬公共服务日益完善

“我母亲逝世 3 天后开始治丧，本
以为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没想到这里
服务周到、价格还透明。”近日，在湖南
省益阳市殡仪馆给母亲举行完追悼会
的市民陈先生终于放下心来。

2022 年 1 月 29 日，益阳市殡仪馆
正式由市民政局接管，实现公益属性
回归。益阳市殡仪馆所有收费项目一
律公示上墙，实现明码标价，免费为丧
户提供司仪服务、电香、电烛、电纸盒、
多功能贡台等殡葬服务设备。平均每
场丧事的花费较之前减少 3000 元左
右，得到治丧群众的广泛好评。

转变不仅发生在益阳。日前，湖
南相关部门出台规范殡葬服务价格管
理文件，明确政府指导价服务项目最
高利润不超过 15%，并对全省殡葬服
务机构开展成本监审。目前，湖南各
地殡葬服务价格降幅达到 40%左右，
最高降幅达 69.4%，有效解决了殡葬墓
地价格高、殡葬服务收费乱的问题，切
实为群众减轻了丧葬负担。

如 何 强 化 殡 葬 服 务 民 生 保 障 功
能，让逝者安息、生者慰藉是近年来各
级政府部门普遍思考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民政部、国家发改委不断
加强殡葬设施建设，提升殡葬公共服
务能力。“十三五”期间，殡葬基础设施
纳入了社会服务兜底工程，中央预算

内资金投入 23 亿元，补助 609 个地方
殡仪馆和公益性骨灰堂建设项目。仅
2021 年就投入 10.8 亿元用于支持公益
性殡葬设施建设。此外，民政部还加
大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中西部贫
困地区殡葬设施设备新建改造力度，
群众治丧条件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各地普遍实施面向城
乡困难群众减免或补贴遗体接运、暂
存、火化、骨灰寄存等基本殡葬服务费用
的惠民殡葬政策。已有北京、天津、江
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广东、江西 9
个省份将惠民范围扩大到辖区居民。

“ 近 年 来 ，各 地 通 过 出 台 相 关 政
策，让群众不用花钱或者只花一点钱
就可以完成最后的人生大事，杜绝‘因
丧致贫’‘因丧返贫’等现象出现，不断
强化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民政部社
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说。

更绿色：节地生态安葬为更
多群众接受

在《申请参加西安市首届公益性
海葬活动承诺书》上签下自己名字的
那一刻，陕西西安市民王女士长舒一
口气：“终于了却家人们半个世纪以来
的心愿，让父亲、母亲、哥哥和弟弟可
以在大海里‘团聚’。”

今年清明期间，陕西省首次推出
公益性海葬活动，王女士为已逝的四
位家人都报了名。“我父亲是一个老革
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淮海战役。父
亲 生 前 曾 明 确 表 示 ，死 后 要 魂 归 大
海。”王女士说。

像王女士一样为已逝家人选择海
葬的家庭达 76 户，每户家庭都能在当
地民政部门领取到节地生态安葬奖补
资金，这也是陕西今年大力推广节地

生态安葬的举措之一。“近两年，选择
树葬、花葬、草坪葬、壁葬等节地生态
安葬的家庭增幅明显，平均每年增长 1
个百分点，群众的接受度大大提高。”
陕西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和殡葬管理处
二级调研员张勇表示。

目前，全国多地积极推进殡葬改
革，加快树立绿色文明殡葬新风：黑龙
江大兴安岭地区积极推广树葬、花葬、
草坪葬等生态葬法，已先后树葬了约
2000 名逝者的骨灰；广西调整划定全
区火葬区范围，并依托区位优势，连续
9 年组织开展花坛葬和海葬，吸引了不
少本地区乃至周边省份群众参与；江
西省加强对“风水先生”等殡葬从业人
员管理，依法关停土葬用品店，全省遗
体火化率达 100%……

“随着各地对公益生态安葬设施
建设的力度加大，自愿选择生态安葬
方式的人数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王金
华表示，下一步，民政部门将进一步加
大政策宣传和奖补力度，并发挥党员干
部的示范带动作用，让更多人选择节地
生态安葬方式，从繁琐、落后的殡葬陋
习和沉重的丧葬负担中解脱出来。

更“清明”：以新型文明低碳
祭扫方式传递同样哀思

擦拭墓碑、摆放鲜花、点亮电子香
烛、拍照反馈家属……在浙江杭州南
山陵园，27 岁的礼仪师康指赫一丝不
苟地帮助在上海工作的何先生完成了
清明祭扫。

因疫情缘故，何先生今年无法到
杭州为家人扫墓，于是选择了代客祭
扫 服 务 ，以 此 表 达 对 逝 去 家 人 的 怀
念。“当客人提出摆放挽联、代念祭语
祭文等需求时，我们都会尽力满足。”

康指赫说，每次完成祭扫，都是帮助客
人完成一桩心愿。

据介绍，杭州南山陵园已推出代
客祭扫服务多年。今年清明期间，代
客祭扫订单较往年有所增加，陵园的 3
位礼仪师每天都要完成 30多个订单。

在云南昆明，74 岁的杨青云正在
花店选购菊花准备祭扫。老人介绍，
以前去公墓都是烧纸钱祭奠，纸灰漫
天、烟雾呛鼻。从前年起，他们开始用
鲜花祭扫，既环保又安全。“时代在变，
祭奠的方式在变，但对故人的情感是
不变的。”杨青云深有感触地说。

在江苏，各地通过政务网站、线上
祭扫平台等开展鲜花换纸钱等活动，
让文明低碳祭扫理念深入人心；在海
南，敬献鲜花、书写寄语等祭奠方式正
逐渐兴起；在广州，500 架无人机在清
朗的夜空组合成各种图案、文字，以寄
托对故人亲人的思念……如今，与时俱
进的祭扫新方式让清明祭扫更加“清
明”，今年清明节假期首日，在全国 2000
多个网络祭扫平台上，网络祭扫群众达
69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5.7%。

“全国各地正充分利用清明节集
中祭扫的契机，创新祭扫服务载体，大
力推广网络祭扫、鲜花祭扫、家庭追思
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将清明节祭扫
与弘扬优良家教家风、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结合起来，积
极推动丧葬礼俗改革，助力乡村振兴
和社会文明进步。”王金华说。

新华社记者 高蕾 范思翔 谢樱
李亚楠 王聿昊

为了逝有所安、思有所依
—我国推进殡葬改革取得新成效

农民在江苏省太仓市璜泾镇新华村的蔬菜种植基地除草（4月 1日摄，无人机照片）。
清明时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忙着农事劳作，田间地头一派春耕图景。 新华社记者 计海新摄

春 日 时 节 ，内 蒙 古 大 地 气 温 回
暖。走进包头市昆都仑区乌兰计二
村花果飘香农业合作社大棚，绿意盈
盈的樱桃树映入眼帘，枝头的樱桃似
一盏盏红灯笼吸引眼球。树下，村民
张绍民一边观察樱桃长势，一边打理
樱桃树。

2017 年，果树学专业出身的张绍
民瞅准市场发展特色农业，开始用承
包 的 50 亩 土 地 种 植 樱 桃 。 选 育 品
种、养护果苗、疏花授粉……他凭借
专业知识细心经营。“种樱桃有讲究，
果实要好先得让果树吃饱，营养跟得
上。”张绍民说。

张绍民告诉记者，培植樱桃树苗
的第一年，他在樱桃大棚里种满毛
豆，成熟后便翻到土壤里，让樱桃树
苗“饱餐一顿”。以后每年对每棵樱
桃树施有机肥 200 斤，保证树苗获得
充足营养。

养分得到保障，樱桃产量逐年增
加。“樱桃第一年产出 500 多斤，第二
年 2000 多斤，今年预计 5000 多斤。”
张绍民高兴地说，他家的收入一年比
一年多，今年能达到 20余万元。

在乌兰计二村 200 多公里外的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讨思浩村，百鲜现
代 农 业 园 区 里 一 座 座 大 棚 排 列 整

齐。棚内，红红的草莓在绿叶衬托下
十分显眼，工人王爱云手拿塑料筐挨
个采摘，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57 岁 的 王 爱 云 是 讨 思 浩 村 村
民，百鲜现代农业园区建成后，成为
园区的一名工人。“在家门口就能干
活，比以前四处打零工方便多了，收
入也稳定了。”王爱云说，上班时间固
定，工作得心应手，她很认可这份工
作 。 现 在 ，王 爱 云 一 年 收 入 4 万 多
元，“日子有奔头，干劲越来越大。”

乡村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村民就
业增收。百鲜现代农业园区生产部
负责人白二奴介绍，园区有 380 多座
大棚，占地 1500 多亩，草莓销售市场
覆盖北京、广州等地，年产值 3000 多
万元，为讨思浩村村民提供了 70 多
个固定就业岗位。“除了讨思浩村的
工人，园区也带动附近村民灵活就
业。”白二奴说。

樱桃、草莓等特色产业是内蒙古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个缩影。
近年来，内蒙古出台相关政策，推进
设施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特色种植
养殖产业，发挥企业、合作社、农户等
多方合力，探索创新产业模式，使乡
村发展有支撑，村民致富有帮手。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早晨 6 点多，听到公鸡打鸣，河
北省新河县殷家庄村村民郑联果会
准时起床，准备这一天的手工活。已
经 70 岁的她腿脚利落，不到 5 分钟就
从家走到了工厂。

郑联果是村里的独居老人，子女
在外地务工，虽然没啥负担，但她总
觉得生活没滋味。“在家连个说话的
人也没有，感觉空落落的。”

郑联果所在的殷家庄村是传统
农业村，也是典型的“空心村”。“全村
340 名村民中，有近八成群众在外务
工，农闲时节，村里只有 80 多人，有
的家庭只有一名老人。”殷家庄村驻
村第一书记王子明说，如何让“空心
村”人心不“空”，这是摆在乡村振兴
路上的一大难题。

2018 年，王子明第一次来到殷家
庄村开展帮扶，原以为入户调研是块

“硬骨头”，没想到带来的笔记本还没
记满，全村农户就都已走访了个遍。
得知村里剩余劳动力多是妇女和老
人，王子明带领驻村工作队，利用村
集体的闲置房屋建设手工车间，帮助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新河县集聚了眼镜盒、蜡烛花瓣
等特色手工业加工厂，每到旺季劳动
力需求很大。工作队多次考察周边
企业，把订单带到村里的手工车间，
为村民“接活”。村集体组织村民进
行技能培训、组装加工、验收交货。

村民程翠台因为丈夫卧病在床，
无法出外打工，驻村工作队就把眼镜
盒加工材料送到她家中，等加工好
后，再安排专人回收。“这种加工活虽
然有淡季，但门槛低，既方便我照顾

家人，又能挣零花钱。”程翠台说。
2021 年，王子明带领工作队在手

工车间基础上改扩建，建设了 200 平
方米的标准厂房，购置 13 台织袜机，
建起了碧兴织袜厂，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动能。

49 岁的耿爱双是厂里最年轻的
工人。作为挡车工，她的工作在厂里
技术含量最高。曾在外务工的她，因
为有 4 位老人需要照顾，只能回村打
零工。“是驻村工作队带我学的织袜
技术，现在我每个月收入 3000 多元，
和去县城务工挣得差不多。”耿爱双
说，如今一个月上 20 天班，有大把时
间照顾家庭，一年四季有活干。

由于工人全部来自村里，都是零
基础，刚开始很难管理。“为鼓励工人
的积极性，我们买来米面油，进行技
术比武，谁在同样的时间内缝的袜头
多，奖品就归谁。”王子明说，在激励
下，工人们越来越熟练，织袜厂运转
有序，现在一天可生产 4000 双袜子。

“目前，织袜厂的产品定点销往
石家庄的服装批发市场，我们还在线
上申请了网店的经营权限，后期将开
展网上销售。”王子明介绍，织袜厂过
去半年的产值超过 20 万元，现在还
处在培养产业的基础阶段，正常运转
后，年产值将达 150万元。

王子明在村里工作了 4 年，作为
第一书记，他希望碧兴织袜厂像它的
名字一样兴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
是第一位的。如今，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收入不断提高，曾经的‘空心村’
人心不‘空’，大伙团结一心，日子越
来越幸福。” 新华社记者 冯维健

时过春分，暖阳驱散寒意，土壤
刚刚解冻，正是青藏高原春耕开启时
节。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景阳镇山城村村口田地里，传
来拖拉机的阵阵轰鸣声。

村民姜有盛双手紧握方向盘，驾
驶拖拉机翻整田地。他不时地回过
头，查看拖拉机行进轨迹是否出现了
偏差，及时调整速度和方向。“地里今
年种洋芋，对土地透气性和排水性要
求高，要保证每一寸土地翻整到位。”

洋芋即马铃薯，是西北地区种植
面积最广的农作物之一。“过去自家
就几亩地，面积小，品种差，种一亩洋
芋只能收 2000 多斤，算上成本，忙活
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姜有盛说，现
在加入合作社，规模达到上百亩，还
种上了新品种，“亩产最多能到 8000
斤咧。”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
合作社农机驾驶员，姜有盛现在一天
的打工收入有 150 元，每年大约可以
干半年时间。家里的 9 亩耕地流转
给合作社，每年还有 4000 多元的流
转费。加上农闲时出外打工，姜有盛
一年收入能达五六万元。

结束上午的农忙，姜有盛回到家
中，将窖藏的洋芋洗净。放入锅中，
倒油添水加盐，焖制半小时后，冒着
热 气 的 青 海 特 色“ 焪 洋 芋 ”就 出 锅
了。剥去薄薄的外皮，洋芋的清香蔓
延开来，蘸上蒜末，姜有盛咬了一口，
软嫩的洋芋入口即化。“以前，每年
10 月份收获的洋芋可挨不到开春，
到春节就烂得差不多了。现在品种
改良后，不仅产量增加了、储存时间
延长了，口感更是顶呱呱。”

产量翻倍，口感绵密，更耐储藏
……小洋芋的大变化源自当地马铃
薯产业种薯繁育体系的不断发展。
在大通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智能
温室内，技术人员正在将一粒粒“弹
珠”大小的微型薯，收集打包装车，运
往各个合作社的种薯繁育基地。

大通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
任 石 玉 文 介 绍 ，大 通 县 平 均 海 拔
2400 米 以 上 ，气 候 冷 凉 ，病 虫 害 较
少，是天然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
场。“我们选择优良品种的马铃薯，通
过组织培养得到脱毒苗，再移栽到温
室中种植，就可以得到用于原种生产
的微型薯（原原种）。”石玉文说。

微型薯（原原种）经过一年的培
育即可长成原种，继而进行一级种
薯、二级种薯的繁育，再用这些种薯
来生产适于大规模种植的商品薯。

“像我手中的‘青薯 9 号’，不仅抗病
性强，生长速度快，个头还大。”石玉
文说。

石玉文介绍，每亩仅需要 150 公
斤的新品种种薯，经过半年的种植，平
均亩产就能达到 3000公斤以上，是过
去的两到三倍。按照每公斤 1元的收
购价计算，大通县如今马铃薯种植面
积10万余亩，年产值能达到3亿元。

“啊 呀 呀 ！ 洋 芋 花 儿 又 要 开 了
……”哼 唱 着 西 北“ 花 儿 ”民 歌 ，姜
有盛驾驶着拖拉机在田地里往返，
辛勤耕耘，播种希望。

新华社记者 李宁

内内蒙古蒙古

““ 红果果红果果””成村民致富好帮手成村民致富好帮手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空心村空心村””人心不人心不““空空””

““ 小洋芋小洋芋””折射高原乡村之变折射高原乡村之变

碧 波 荡 漾 的 鄱 阳 湖 永
修松门山水域，一群江豚在
水中欢快嬉戏，护渔巡护队
员 们 来 回 在 湖 面 巡 查 。 近
年来，江西持续改善鄱阳湖
生态环境，为长江江豚构筑
美好家园。

在 大 力 推 进 长 江 流 域
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中，
江 西 已 实 现 6.82 万 名 退 捕
渔民“洗脚上岸”，销毁处置
退捕渔船 3.78 万艘，清理销
毁网具 1.64万吨。

江 西 成 立 了 水 生 生 物
保护救助中心，吸纳了 2000
多名志愿者，组建了 203 支
护渔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江豚巡护救助网络，定期开
展 长 江 江 豚 专 项 监 测 、巡
护、救助。近三年，江西已
累计帮助 7 头搁浅遇险江豚
重回鄱阳湖。

从 2004 年开始，江西就
已在鄱阳湖设立 6800公顷的
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江西还深入开展非法码头整治和生产
生活污水治理行动，严防农业面源污
染，持续改善渔业生态环境。

在全链条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
同时，江西还连续 5 年在全省重点水
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年放流鱼、虾
等活体水生生物 2亿尾。

新华社记者 陈春园 贾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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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了它，化肥比以前能少用
近三分之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
里斯达斡尔族区卧牛吐镇西卧村村民
李旭东说。

近日，李旭东收到了一张“黑龙江
省测土配方施肥推荐卡”，上面满是各
类数据指标。“测土配方施肥不仅可以
减少化肥的用量，降低种地成本，还能
把土地所需营养配齐，现在种地越来越
科学了。”李旭东说。

近期农资价格上涨，使越来越多黑
龙江农民像李旭东一样更讲究科学种
地和施肥，不仅降低农资成本，也改善
了耕地质量。

“测土配方施肥就是以土壤测试和
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通过为黑土地做

‘体检’，给农作物‘开药方’，提高肥料
利用率，可减少化肥使用，减轻对土壤
和环境的污染。”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孟令群说。

据了解，测土配方施肥使梅里斯区
化肥施用量同比减少 5.01%，化肥综合
利用率提高至 45%。

在黑龙江省龙江县超越现代玉米
种植合作社院内，农民正检修农机、准
备化肥等农资，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我们合作社依靠黑龙江省
土肥站的技术支持，建立了测土配方配
肥站，并采用侧深施肥技术。”合作社理
事长魏刚说，今年计划亩均化肥用量 70
斤，比传统用肥亩均减少 30斤。

因地制宜，按需施肥，靠的是科学

技术。在北大荒集团八五一一农场有
限公司土肥化验中心，记者看到技术人
员正在对采集的土壤进行碱解氮化验。

“今年，我们对 6 个管理区的 500 个
地块进行采样，采集的土壤经风干、过
筛、粉碎等前期处理，然后进行碱解氮、
有效磷、速效钾、有机质、pH 值含量等
化验。”北大荒集团八五一一农场有限
公司土肥化验中心主任王晓庆说。

“我们农场采取测土配方施肥、重
金 属 检 测等措施加强黑土保护，通过
这些措施让化肥施入更加科学合理，
节约成本，增加效益，预计每亩可增产
5%到 10%，种植户每亩可增收 25 元到
30 元。”王晓庆说。

新华社记者 梁冬 唐铁富

记者 5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季度，国家铁路完
成货物发送量 9.48 亿吨，同比增加 2587
万吨、增长 2.8%。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一季
度，铁路货运需求十分旺盛，保持高位运
行。根据各地疫情防控需要，铁路部门
加大防疫物资运输组织力度，开行中央
供港物资班列 35列，运送各类物资 1384

吨；积极承接“公转铁”货源，满足企业原
材料、成品运输需求；精心组织化肥、农
药、种子等春耕物资运输，开辟绿色通
道，做到快装快运、不误农时，累计发送
涉农物资 4379 万吨、同比增长 8.8%；继
续实施电煤保供行动，发挥大秦、浩吉、
瓦日铁路等主要煤运大通道作用，发送
电煤 3.5亿吨，同比增长 6.5%。

与 此 同 时 ，铁 路 部 门 积 极 保 障 国

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中欧班列
开 行 3630 列 、发 送 35 万 标 箱 ，同 比 分
别增长 7%、9%；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
发送 17 万标箱，同比增长 56.5%；中老
铁路发送进出口货物 26 万吨，呈现强
劲增长态势，加速构建中国至东盟便
捷物流通道，提升了运输时效，降低了
物流成本，惠及了更多企业。

新华社记者 樊曦

一季度国家铁路发送货物 9.48 亿吨

化肥减数量 耕地提质量春耕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