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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孝与尽力，“骨灰房”是种无奈的选择？
清明前夕，有媒体关注到全国多地出

现的“骨灰房”现象——一些生活在一、二
线城市的居民，因为墓地价格高、管理费
用贵、租期短等现实问题，于是在位置比
较偏僻、单价便宜的小区购房，用于安置
骨灰盒进行祭奠。

墓地之贵却“总得找个地方让亲人安
息”，让“骨灰房”的存在有了一定合理性，
而这样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洒脱与狡黠，有网友评
论：“房子是自己的，放啥还能危害公共安
全？又不是炸弹。”

但如果设身处地站在“骨灰房”邻居
的立场上，就不会如此想了。“辛辛苦苦攒
钱买套房子，到头来发现对面‘住’的是骨
灰，换作谁也不愿意”“一想到和一堆已经
去世的人住在一起，出门都觉得楼道阴森
森 的 ”…… 这 样 的 心 理 不 适 才 是 人 之 常

情。更不用说有的“骨灰房”常年布置成
灵堂的样子，在楼道摆上花圈花篮，临街
的窗户写上大大的“墓”字，每年的祭奠烧
纸还容易增加火灾隐患。

于情不通，于法也不符。专家指出，
个 人 购 买 商 品 房 专 门 放 置 骨 灰 盒 的 行
为 ，违 背 了 民 法 典 中 的 公 序 良 俗 原 则 。

《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办理丧事活动，不
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
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对住户私自使用商品房安放骨灰盒进行
祭 奠 的 行 为 并 非 完 全 没 有 限 制 ，从 国 务
院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
让 暂 行 条 例 来 看 ，购 房 人 将 居 住 用 途 的
住房改变为丧葬用途的“骨灰房”，事实
上 已 经 构 成 了 对 土 地 用 途 的 改 变 ，违 反
了相关规定。

在尽孝与尽力之间，“骨灰房”似乎成

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墓地降价喊了好多
年，价格却屡有上涨态势，原因除了供求
关 系 ，还 与 民 间 传 统 的 厚 葬 风 俗 、消 费
者 的 攀 比 从 众 心 理 、墓 地 行 业 监 管 缺 位
以 及 市 场 供给不足、需求激增有紧密的
联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
老龄化加剧，殡葬用地不足问题将更加凸
显。2016 年，国家发布了《关于推行节地
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鼓励人们采用树
葬、海葬、草坪葬、花坛葬、壁葬等安葬方
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目前，北京、
广东、浙江、山东、江苏、河南等地均出台
了激励政策，凡是实行生态葬的，政府都
会给予奖补，补贴费用从 2000 元至 8000 元
不等，部分殡葬服务甚至免费提供。

正视现实，改变观念，似乎是在“骨灰
房”之外更好的选项。 据光明网

清明节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
央 网 信 办 等 10 部 门 联 合 印 发《关 于 开 展

“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的通知》，部署开展以缅怀先烈事迹、传
承英烈精神为重点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的祭扫节日，也是
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时刻。对
于中国人来说，清明传递的不仅是哀伤与
追思，更是精神的传承与传统的赓续。今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以“铸
魂·2024·清明祭英烈”为主题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意义重大。值此清明，各地各部门
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祭英烈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全社会深
入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关爱烈属的浓
厚氛围。

对英雄烈士最好的纪念，就是弘扬他
们的崇高精神。据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
来，先后约有 2000 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他
们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
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
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功勋彪炳史册，精神
永垂不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上，深切怀念他们，就是要弘扬
英雄精神、学习模范事迹，传承英雄模范身
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鼓起

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

能英雄辈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
度重视褒奖英雄模范、弘扬英烈精神。从
立法设立烈士纪念日，宣传弘扬英雄烈士事
迹和精神，到迎接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
国，发起“为烈士寻亲”活动；从组织开展“百
年英烈”褒扬纪念系列活动，推动 7000余名
英烈事迹进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陈，
到公布第三批 8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名录和第三批 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
雄群体名录……一系列致敬英烈之举，让全
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

更加浓厚。借助清明祭英烈活动，继承先烈
遗志，勇担时代重任，共同唱响弘扬民族精
神、激发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让崇尚英雄、争
做英雄在新时代新征程蔚然成风。

缅怀英烈祭忠魂，抚今追昔浩气存。
英烈精神如永不熄灭的火炬，激励亿万人
民砥砺前行，是引人向上、催人奋进的强大
精神动力。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守护好
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让英烈精神一代代
传承下去，从中不断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
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
新业绩，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勇前进。 据中国经济网

清明祭英烈 精神代代传

有感而发 ＞＞ 老老 穆穆

清 明 雨 纷 纷 ，洒 泪 思 故 人 。 在 这 个
具 有 特 殊 意 义 的 传 统 节 日 ，在 人 们 追 思
先 烈 、缅 怀 先 人 的 同 时 ，也 应 对 那 些 特
别 的 故 人 —— 遗 体 捐 献 者 奉 上 深 深 的
敬 意 和 感 念 。

遗体捐献是发展医学事业、弘扬人间
大爱、彰显社会文明的高尚事业。身后捐
献遗体和器官，不但使捐献者的生命得到
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而且可让其他病患者
的生命有机会获得新生，或对社会医疗卫
生事业做出贡献。

医学界将遗体捐献者尊称为“大体老
师 ”，因 为 他 们 是 医 学 科 学 的 铺 路 石 ，是
医 学 生 的“ 无 言 良 师 ”，是 文 明 进 步 的 先
行者。

从个人角度看，遗体捐献是一种科学
的态度和价值观，死后还为社会做贡献是
一种高尚的道德。人固有一死，但有的人
死后生命的价值还在延续，在奉献中绽放
美丽。

然而，在现实中，“入土为安”仍是多
数中国人对待遗体的传统观念，“身体发
肤，受之父母”的思想在好多人心中根深
蒂固，遗体捐献并没有被多数人认可和接
受 。 所 以 ，遗 体 捐 献 不 仅 需 要 胆 识 和 勇
气，更需要豁达的心胸、高尚的品质、无私
的情怀。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
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坦然面对遗
体处置问题，更有不少人加入遗体捐献志
愿者行列。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遗体和器官捐
献志愿登记人数累计近 1.4 万人，成为令
人敬仰的新型生命文化观践行者，在摈弃
封建陋习、弘扬文明新风的同时，感召和
带动越来越多的市民投入到大爱奉献的
事业中。

遗 体 捐 献 ，诠 释 的 是 生 命 至 上 的 价
值 与 人 间 大 爱 。 超 越 世 俗 、超 越 传 统 的
观念，破除陋习树新风的可贵品质，感人
至深。

这样心怀大爱的人，用实际行动树立
了好榜样，传递社会正能量，演绎人间真
善 美 ，其 博 爱 胸 怀 、大 爱 精 神 ，还 会 感 召
和带动更多人移风易俗、崇尚文明，让生
命 的 意 义 得 到 升 华 ，让 人 性 之 光 烛 照 人
类文明。

致敬生命，感恩奉献，弘扬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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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生命 弘扬大爱

有话直说 ＞＞ 魏冬妮魏冬妮

厚养薄葬 善莫大焉
近年来，随着殡葬改革的深入和环保

理念的提升，节地环保的生态葬逐渐被市
民接受。生态葬是指人的遗体火化后，通
过草坪葬、水葬、花葬、树葬等不占地或少
占地的方式处理骨灰，具有环保、节能和
成本低等特点。在我市，已有的生态葬方
式为树葬、草坪葬、壁葬。（《大同晚报》4 月
2 日）

清明前后，除了浓浓的哀思，也引发了
人们对生命的思考。一位殡葬行业从业者
说：“我见过各种年龄、各种原因去世的人，
每每会感慨生命的珍贵。希望人们一定要
珍惜眼前人，不要等失去了才去惋惜。”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回避“死亡”
这个话题，或因太过沉重，或觉得离自己太
过遥远。虽然多数人多数时间不会与死亡
打交道，但我们也应早一些认识生离死别，
理解生命的珍贵。

弘扬“厚养薄葬”新理念，为的是摒弃
传统丧葬铺张浪费的陈规陋习，同时鼓励
人们在亲人在世时多关心、多陪伴、多尽
孝。让亲人在世时过得幸福快乐，远比亲
人去世后举办豪华葬礼、大宴宾朋的“风
光”更为体面。

近 年 来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选 择 树 葬 、草
坪 葬 、壁 葬 等 生 态 安 葬 方 式 ，绿 色 低 碳 、
文明平安的祭扫理念正在被更多人所接
受 ，也 让 清 明 这 个 传 统 节 日 焕 发 出 时 代
新气象。

告别可能是永远结束，也可能是新的
开始，让我们珍爱生命、珍重亲情，摒弃陋
习、崇尚文明，让生活更有意义，让人生更
有价值。

青山环绕、白鹤飞翔的画面配以悠
远的背景音乐，墓碑、蜡烛、鲜花、焚香等
一应俱全。近年来，网络祭祀活动兴起，
成为清明节新气象。

然而，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缺
乏必要的规范和监管，网络祭祀奇葩乱
象也随之而起：有人恶搞给活人建网墓；
有些平台收费套路多，甚至借名人、烈士

“吸金”；有些平台出现了封建迷信的祭

祀用品，花样百出的网络祭扫让文化传
统变了味。

网络祭扫推动了绿色、健康、文明的
祭祀方式，但不应脱离清明节严肃的文
化氛围。有关部门要严格管理这类网
站、合理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引导群众将
追思缅怀逝者与弘扬优良家风有机结
合，从实地实物祭扫转移到对逝者的精
神文化传承上来。

本期热评 王王 冰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