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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祭乃是不得已

4月5日一大早，小雄镇浦坝村的
老陈便带上锄头、抹布、鲜花还有饼
干、水果等祭祀用品，走到一座墓碑
前。先用锄头将墓地周边的杂草割掉，
然后用抹布把墓碑前后仔细地擦上两
遍。

老陈告诉记者，这个墓主人的后
代已定居在台湾，十几年前，墓重修的
时候回来过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过。他受墓主人的后代之托，每年都会
帮他们上香祭扫。

“其实他们也没有每年都打电话
委托我，但十几年下来，我已经把这件
事情当做我的份内事了。每年在墓前，
敬上两杯清酒，添一掊土，献上一束
花，能做的很少，但是心意到了，我也
就心安了。”老陈告诉记者，他听说现
在有些地方有一些已经把代祭发展成
一种产业了，他很不赞同这一做法。

“磕一个头 100元，敬一杯酒 50元，这
是商业，在清明节这样的节日，赚这种
钱，实在不太妥当。”

老人义务守山门

今年已经 80岁的谢开好，家住海
游镇谢家村。4月1日至 6日，每天清
晨 6点，他便来到谢家村附近的黄琅
山上山路口义务守山，直到下午 5点
以后才离开。与他一同值守的还有同
村的两位古稀老人谢开方和谢圣广。

“前几天，天气特别干燥，又有风，
容易引起火灾，搞得我们提心吊胆
的。”谢开好告诉记者，“这几天总算是
下了点小雨，我们也稍微宽心了些。”

对老人们义务守山的行为，村民
赞叹不已，尤其是说到谢开好老人，谢

家村村支委谢昌友就会竖起大拇指：
“每年村里指派老人守山，他从不推
辞，不要报酬，也从不抱怨，至今已有 4
年。这四年里，他值守的黄琅山没有发
生一起因祭祖引发的火灾。”

据了解，整个清明期间，全县每个
进山路口，都会有这样的老人在值守。
他们给上山祭祖的人们分发清明防火
的宣传单，一丝不苟地检查祭祖人群
携带的违禁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
是，“只想给子孙留下一片绿地，一块
净土。”

坚守一线严排查

4月 5日凌晨 5点，沿赤乡副乡长麻建伟就起床，简单吃了
点东西，5点 30分准时赶到该乡赤坎岭卡点，开始进行检查，与
他一起的有交警、边防官兵、乡镇干部等。为了做好清明森林防
火工作，他们已经连续三天早起，坚守在第一线。

天渐渐发亮，上山祭祖的村民逐渐增多，作为该乡森林防火
的重要地段，赤坎岭的防火任务极为繁重。工作人员一边对进村
上山的车辆、村民进行细致检查是否有违禁物品，一边发放森林
防火宣传资料，向村民进行宣传。

虽然乡里已有相关明文规定，但因为传统习俗原因，又或许
是 4月 3日的一场雨，让少数村民认为老天帮忙，带点香烛、千
张进山不碍事。对此，把守卡点、要道的乡镇干部一律予以收缴，
当日赤坎岭地段共发现16起带香烛上山的情况，全部予以现场
处理。

“有一个村民燃放鞭炮，我们让他写了悔过书，并罚款，还将
在全乡进行通报，起到警戒作用。”麻建伟告诉记者，清明森林防
火期间，全乡参与防火工作人员达到200多人，确保了全乡无一
起因清明祭祖而引发的森林火灾。

记者同时了解到，清明期间，我县各乡镇和联系部门都放弃
了休假，全身心投入到森林防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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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祭祖 平安清明
今年清明假期我县仅发生一起火灾

人工增雨“降火气”
受冷空气影响，4月 2日起，我县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县气

象局抓住时机，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为清明期间降低我县
森林火险等级创造有利条件。

据悉，自上月 23日起到本月初，我县连续晴天，气温回升
较快，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连续多日为 5级。为降低森林火灾发
生率，县气象局严密监视天气变化，认真分析清明期间天气形
势，积极开展人工增雨作业。4月 2日傍晚起，我县有个雨量不
大的降水过程，基本符合野外人工降雨作业的天气条件。当晚，
该局人工影响天气小组成员紧急集合，随时待命准备出发。3日
凌晨，回波到达我县附近，全体工作人员立即出发，来到亭旁镇
枧头村进行人工增雨作业，共发射炮弹 4枚，增雨效果明显，对
降低火险等级和净化空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鲜花祭祖成时尚

清明节期间，我县各大花店里挤满了购买鲜花的市民。尤其
是清明节这天，县城及各乡镇主要街道上更是摆满了各式各样
的鲜花。一捧鲜花祭祀祖先，已经成为我县清明祭祖的新时尚。

过去，人们上坟祭拜总少不了烧纸钱、点香烛、燃放烟花等，
常由此引发森林火灾等安全事故。这几年，我县高度重视，通过
板报、橱窗、宣传横幅、宣传车等方式广泛宣传文明祭扫的好处，
成效明显。市民渐渐摒弃传统的祭扫方式，树立低碳文明祭扫新
风，一股买花祭祖新风尚正在悄然兴起。

“用鲜花祭祖，既好看又环保，而且不容易引发火灾，这几年
很受群众欢迎。”正在忙着摆摊卖花篮的陈女士告诉记者，4月5
日上午一个小时左右，她就卖出了近20个花篮，生意很火。

“网络祭祀”在升温

清明节期间，和墓园一样人流骤
增的，还有各种祭祀网站。网上进香、
网上花篮、网上献歌、网上寄言……作
为一种对传统祭祀方式的补充，“网络
祭祀”正慢慢走进人们的生活，影响着
人们的行为方式。

4月 5日，记者看到，在一家名为
“无尽的爱”的网站上，很多的纪念
馆里都在这天一大早就迎来了祭奠
的人，有送花的，有送歌的，也有祭酒
上香的。小项是沿赤人，目前正在杭州

某大学读书，清明期间由于不能回家
扫墓，就选择在网上拜祭已去世的奶
奶。

小项表示：“现在网上祭祀在年轻
人中间很流行，网上祭祀更文明、更环
保低碳，而且可以随时随地表达对亲
人的思念。”

记者了解到，网上祭祀这一新的
祭祀方式虽然在年轻人中颇为流行，
但和传统的祭祀方式相比，许多市民
仍青睐于传统的祭祀方式。

据有关专家分析，今年我县又到了森林火灾高发周期。但昨
日记者从县森林防火指挥部了解到，由于我县清明节期间森林
防火宣传得力，措施到位，文明祭祖的理念渐渐深入民心，今年
清明假期我县仅发生一起森林火灾，受灾面积近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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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祭祖渐成风

4月 5日，记者来到我县章家山。一路上，随处可见手捧鲜
花、绢花、盆花的市民，而祭拜完的墓前，不见一丝鞭炮的碎屑。

“现在都提倡文明低碳祭扫，这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铺张
浪费，让清明节从烟熏火燎中解脱出来，更重要的是大大减少了
火灾隐情。”市民邵丽萍认为，近年来，我县清明祭扫方式发生了
较大变化，放鞭炮、烧香蜡烛的少了，献鲜花、带糖果的多了。较
之以往，如今的祭扫方式更为清雅深沉、环保文明，清明节更加

“清明”洁净。
之后，记者来到氵里浦镇，发现了同样的情况。提着花篮准

备前去祭扫的陈燕燕告诉记者，前几年，一到清明节，墓区内因
放鞭炮而产生的烟雾遮天蔽日，说话的声音不大一点根本听不
到。“还是这样好，简简单单，清清静静，也不用为发生火灾而担
惊受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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