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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芳草绿，梨花风起清明
祭”。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反映自
然界物候变化的节气。清明时节，阳光
明媚、草木萌动、百花盛开，自然界呈现
出气清景明之象。清明既是节气，又是
人们扫墓祭祖、慎终追远的日子，因为二
者相融，让清明兼具自然和人文内涵。
从 1935 年开始，清明节就是固定假日。
随着时代演变，清明节更为人们所重
视。从2009年开始，国家放假3天，照顾
工作在外的游子回家祭祖扫墓、缅怀先
人。因此，清明节已成为国人传承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的日子，是中华民族敦亲
睦族、行孝品德的具体表现。每到此时，
不论身处何地，人们都会千里迢迢赶回
家乡扫墓献花、酹酒上飨、焚烧纸钱、悬
挂柳枝，表达对先人的敬仰和怀念。国

人对先人的祭祀是道德信仰，是表达情
感的诗意之举，是发自个体情感的感恩
与缅怀。尽管谁都清楚，祭奠的酒飨是

“一滴何曾到九泉”，但人们还是愿意相
信亲人、先祖能够感受到后人的情意与
思念。这神圣的生命交流仪式，一年年
轮回、一代代传承，是中华文明生生不
息、续展开新的有机构成，体现了人们对
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展示了中华民族深
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民族情怀。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的文明程度越
来越高，新的殡葬文化应运而生，人们的
殡葬观念和祭奠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现
代殡葬文化和理念更加润入人心。清明
节的祭奠方式不仅有传承，而且更有创
新，充分展示了现代人的文明、智慧和长
情。

倡议书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

清明节将至，在这个缅怀先辈、寄托哀思、传承家风

的特殊时刻，为弘扬传统文化，推进移风易俗，保护绿水

青山，共守美好家园，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倡议：

一、文明祭扫，传承美德。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

老、爱老、敬老、孝老”传统美德，树立有孝心、守孝道、勤

孝敬、厚赡养观念，杜绝活着不养、丧事大操大办行为。

要遵守公共秩序，简化丧事礼仪，不在公共场所搭建灵

棚、沿街治丧、抛撒冥币，尽量减少污染和噪声，争做移

风易俗、文明祭扫的践行者。

二、安全祭扫，预防火灾。要强化安全意识，严格遵

守森林防火、消防安全等有关规定，在公墓、陵园、零星

坟头坚决不焚香烧纸，不燃放烟花爆竹，减少火灾。

三、低碳祭扫，减少拥堵。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工具、骑行等出行方式，也可以采取家庭追思、网络祭祀

等方式，节约资源，减少道路拥挤。在集中祭祀场所要

少停留、少聚集，最大限度避免各类事故发生。要遵守

交通规则，维护交通秩序，做到文明安全出行。

四、红色祭扫，缅怀英烈。机关、学校、企业等要组

织干部职工和学生，通过参观烈士纪念馆、红色教育基

地，到烈士陵园扫墓等，引导人们慎终追远，铭记革命先

烈光荣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增进民族自豪感，珍惜当今

幸福生活。

五、绿色办丧，移风易俗。支持骨灰深埋、骨灰寄

存、树葬、草坪葬等生态安葬方式，减少对土地的占用。

鼓励选择鲜花祭祀、植树纪念、撰文追忆、丝带寄哀思等

方式，理性表达对先人的缅怀之情、崇敬之意，以实际行

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祭扫是形式，文明是风尚。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

从我做起，移风易俗，保护环境，促进和谐，确保安全。

新乡市文明办
新乡市民政局

清明节小知识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

清明节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兼具自然
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传统节日，扫墓
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传统主题，这两大传统
主题在中国自古传承，至今不辍。

节日起源：清明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历书》：“春
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
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清明一到，气温升
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
豆”之说。清明节历史悠久，源于上古时代的春祭活
动。春秋二祭，古已有之。上古干支历法的制定为节日
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祖先信仰与祭祀文化是清明节形
成的重要因素。清明兼具节气与节日两大内涵，清明节
气在时间和气象物候特点上为清明节俗的形成提供了
重要条件。后经历史发展演变，清明节融汇了寒食节与
上巳节的习俗，杂糅多种民俗为一体，具有极为丰富的
文化内涵。

传统习俗：扫墓祭祖：在中国历史上，寒食禁火，祭
奠先人，早已蔚为习俗。唐朝之后，寒食节逐渐式微，于
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后持续不断的节俗传统。每逢
清明时节，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回乡参加祭祖活动，
缅怀祖先。荡秋千：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之一。荡秋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讳，改为秋千。古
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荡秋千不
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
特别是儿童所喜爱。踏青：四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
到处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人们
在扫墓之余，一家老少可以在山乡野间游乐一番，怡乐
融融。放风筝：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喜爱的活动之
一。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有的
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
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相关诗歌：1. 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
处。——出自白居易《寒食野望吟》；2.春事到清明，十分
花柳。——出自辛弃疾《感皇恩·滁州为范倅寿》；3.宠柳
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出自李清照《念奴娇·
春情》；4.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出自
杜甫《小寒食舟中作》；5.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
前。——出自高翥《清明日对酒》；6.清娥画扇中，春树郁
金红。——出自温庭筠《清明日》。

本报讯 清明节将至，市推进移风易俗倡
树文明殡葬新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3月份
定为全市“殡葬改革宣传月”，日前举办了启动
仪式。启动仪式上，市民政局向全市人民发出
倡议并开展了签名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以“惠民、文明、生态、节
俭”为主题，着力念好“全”字诀，推动形成移
风易俗、崇尚节约、文明节俭的新风尚。一是
坚持宣传内容全面化。重点围绕殡葬管理政
策法规、节地生态安葬、惠民殡葬政策、文明
祭扫新风、殡葬改革先进事迹等内容进行宣
传，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率和群众参与度。
二是坚持宣传方式全方位。坚持传统方式和
现代传媒相结合，通过制作横幅、标语、宣传
页，利用LED显示屏、橱窗展板等户外媒介及
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通过署名文章、公益
广告、海报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广泛、深入地
开展集中宣传，努力营造全社会推动殡葬改
革的浓厚氛围。三是坚持宣传范围全覆盖。
宣传范围要上至市区、下至村（居），无论是公
园、广场，还是田间地头，宣传标语、宣传内容
无处不在，确保文明殡葬新风能够宣传到位。

移风易俗树新风移风易俗树新风 ““绿色殡葬绿色殡葬””入人心入人心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局长 李喜玲李喜玲

我市全面开展“殡葬改革宣传月”活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基于血缘的
宗法制度和崇尚儒道的儒家文化，构成了
我国丧葬文化的底色。殡葬“源于情，行
于俗，成于礼”，其中一些做法出于对生命
的尊重而化成民俗。比如清明祭祖，《通
典》有载：“寒食上坟，浸以成俗，编入五
礼，永为恒式。”礼敬先人的做法和尊重生
命的理念得以弘扬。然而，随着时代的变
迁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传统殡葬的公序良
俗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一些做法需要与时
俱进，继承创新。比如，在古代，父母死
后，子女按礼需持丧三年，期间不得行婚
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须离职，称
为“丁忧”。今天的丧假，也是“丁忧”这一
传统习俗在当今社会的体现，三年内怀念
伤感，非必要不着艳丽服装，不参加娱乐

活动，都是今天可以坚持的殡葬公序良
俗。但是三年内辞掉工作、不行婚嫁之事
就已经不合时宜，需要摒弃。新中国成立
以后，党和国家就开始推行殡葬改革，除
陋习、树新风，在实现殡葬的创造性转型
和创新性发展中，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
公序良俗，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和参
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保护绿水青
山，共守美好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
殡葬改革工作作出重要批示。2013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党员干部带头推进殡葬改革的意见》，
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四个带头”，即：带头
文明节俭办丧事，带头火葬和生态安葬，
带头文明低碳祭扫，带头宣传殡葬改革。
2018年，民政部会同中央文明办等16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
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
了统筹推进火葬土葬改革、大力推行节地
生态安葬、积极推进殡葬移风易俗等要
求，并明确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和任务。
2019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 建
设文明新风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通过3
年到 5 年的努力，农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
得到有效遏制，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
敬老等社会风尚更加浓厚，乡村文明程度
进一步提高。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
做好 2024 年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重点
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持续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创新移风

易俗抓手载体，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强化
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功能，持续推进高额彩
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
治理。2019 年，河南省委、省政府也对殡
葬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为推进殡葬改革指
明了“路线图”、明确了“时间表”。因此，
殡葬改革工作看似“软”，实则“硬”，是事
关民生，事关农民安居乐业、农村和谐稳
定、绿水青山常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大事，是破千年旧俗、树文明新风的社
会改革，是社会文明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必然要求，更是维护逝者尊严、保障百
姓“身后事”、满足“逝有所安”、传承民族
文化精髓的生动体现，是冲破思想藩篱、
革故鼎新的探索和实践。

殡葬改革是保护资源环境、节约土
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重点项目日
益增多，特别是我市中原农谷战略的实
施，土地资源成了全市经济及各项社会事
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受“入土为安”
传统丧葬习俗的影响，我市土葬之风仍然
盛行，死人与活人争地问题较为突出。对
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2020年 4月印
发了《新乡市倡树文明殡葬新风提高火化
率工作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于同年 7
月全面开启殡葬改革。几年来，在各级政

府的大力宣传和正确引导下，殡葬改革逐
步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火化率逐年提
高。文明祭祀新风尚日渐形成，敬献鲜
花、植树纪念、撰文追忆、经典诵读、家庭
追思等方式代替了过去传统的祭祀陋
习。县、乡公益性公墓基本建成，综合建
成率达到 94%。殡葬服务能力不断加强，
2023年，市、县两级投入资金1000余万元，
用于全市8家殡仪馆的设施设备购置和更
新，确保满足群众基本殡葬需求。特别是
为了切实减轻群众丧葬负担，我市于2012
年开始，对全市困难群众按照800元/具的

标准实行殡葬补助，2015年殡葬惠民政策
惠及全民，实现了由救助型向普惠型转
变。2020年，根据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物
价上涨指数，市政府又将殡葬惠民政策补
助标准提升至市区 1200 元/具、县（市）不
低于 1000 元/具，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获
得感。

推行殡葬改革，实行移风易俗，既要
尊重民意，更要懂得民心。改革是一项系
统工程，一隅和全域都要听到改革的掷地
有声。我们需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宣
传力量，也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意识。各级政府是服务者，广大人民群
众是主角。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在破旧立
新上下功夫，还要在制度规矩上做功课，
更要在惠民利民上以舍得。我们要把轰
轰烈烈、大操大办的土葬习俗简化成周到
细致、肃穆庄重的“一条龙”式的火葬流
程，把过去街道治丧、游街哭丧的扰民行
为转变成秩序井然、健康文明的礼仪之
举，真正让殡葬改革成为你情我愿的良性
互动，引领广大群众走进文明生活新时
代。

殡葬，上承几千年文化传统，横切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落脚每个家
庭每个人。殡葬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社
会变革，涉及千家万户，也涉及传统文化
的传承，很难一朝一夕完成，而是要持续
发力，久久为功。

深化殡葬改革，离不开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需要各级党委政府
更加重视殡葬改革，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谋
划，坚持用系统治理理念和方法推进，强化
督促考核，不断激发改革的强大内驱力。

深化殡葬改革，需要民政部门主动作
为、善于作为。要充分利用当前高质量发
展、乡村振兴、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的
有利契机，推动将殡葬改革纳入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盘子一起推进。要当好党
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协助做好改革方案的
论证设计和风险评估等工作，发挥牵头抓
总作用，形成推进殡葬改革合力。

深化殡葬改革，需要加大财政支持投
入。殡葬改革无论是摒弃还是接受，都离
不开建立在资源投入基础上的宣传引导、

制度激励和载体打造。要加大基本殡葬
服务供给，把殡葬文化和历史文化有机结
合，建设符合现代殡改要求和大众认可的
殡葬服务设施，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
的需求。要不断优化惠民殡葬政策，建立
基本殡葬服务投入增长机制，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逐步拓展惠民殡葬服务项目，
提高惠民殡葬补助标准，增强人民群众殡
葬改革获得感。要发挥村（居）委会、红白
理事会等教育约束作用，强化村规民约的
遵守和落实，用好土办法，群众共治共享，

促进文明新风形成。
深化殡葬改革，需要疏堵结合，双管

齐下。殡葬改革要正视和尊重人民群众
妥善安置逝者的伦理观念和心理需求，不
断增进群众对现代殡葬理念的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落一子而满盘活，
让每个家庭都能欣然接受，支持改革。殡
葬改革是一场硬仗，我们必须以对党、对
人民、对历史、对发展、对未来高度负责的
态度，举全市之力，谋定快动，克难攻坚，
砥砺前行，决战决胜。

尊重历史殡葬良俗尊重历史殡葬良俗 倡树殡葬改革新风倡树殡葬改革新风

厚植厚植““人民至上人民至上””初心初心 落实惠民殡葬政策落实惠民殡葬政策

持续发力殡葬改革持续发力殡葬改革 建设文明绿色牧野建设文明绿色牧野

市民政局在清明节期间开展殡葬改革宣传市民政局在清明节期间开展殡葬改革宣传。。

获嘉县民政局深入基层开展集中宣传获嘉县民政局深入基层开展集中宣传，，
进一步倡树文明殡葬新风进一步倡树文明殡葬新风。。

卫辉市民政局组织开展卫辉市民政局组织开展““殡葬新风宣传月殡葬新风宣传月””活动活动，，吸引众多群众驻足听吸引众多群众驻足听
讲讲。。

本版文图由市民政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