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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文明祭扫，我省推行网络祭
扫、预约祭扫，省民政厅、省文明办开
通了全省“清明云祭扫”网上服务平
台，“云祭扫”服务得到市民认可。

一位基层城管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一些年轻人的观念也慢慢转变，
以献花等祭奠方式来怀念逝去的亲
人。同时，我们也加大了对街面占道
销售冥纸冥币的情况巡视和巡查力度
和频次。”

“为了杜绝非法销售冥纸冥币，20
日至 22 日，我们连着3天都在严查，严
查范围涵盖了违法违规生产、运输、再
到经营。”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位基
层工作人员说：“希望广大市民都参与
进来，积极举报，并从自身，逐渐改变观
念，采取形式多样的祭扫形式。”

哈尔滨倡导文明祭扫历经了十几
年时间。据一些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正通过条幅、微信群等多种形式
来宣传文明祭扫。倡导用“鲜花代纸
钱，丝带寄哀思”的文明祭扫方式，来
取代传统祭扫方式。通过宣传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清明节期间不聚集祭扫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引导人们选择网络
祭扫等简约方式悼念逝者、寄托哀思、
缅怀先人。

倡导文明祭扫
黄丝带寄哀思

□文/摄 本报记者 李天池 吴利红

厕所改了，冬天上冻不能用，村里第
二批改厕工程，竟没有安装隔断，室内厕
所“四敞大开”、有的坐便器用了不到一
年，竟然坏了……厕所改造后，方正县建
国村的村民们遇到了一系列闹心的事。

17 日，记者来到了方正县建国村。
村民高运友家的厕所就安装在进门的大
屋里，记者看到厕所是敞开式的，没有
安装隔断，“因为没安装隔断，白天根本
不能用！”他说：“村里分别在 2019 年和
2020年分两批进行厕所改造，我家是第
二批参加改造的，第一批全部安装了隔
断，但是第二批大部分都没有安装隔
断，我们也很纳闷为啥不给装隔断？”

采访中，村民们说，村里有 70%—

80%的村民参与了第二批农村厕所改
造。虽然没安装隔断，但好在夜深人静
的时候还能用；而有的村民家入冬后排
水管子被冻住了，厕所根本无法使用。

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家里，
村民告诉记者：“我家参与的是第二批
农村厕所改造，12月份厕所管道就被冻
住了，粪便冲不下去，冬天正是用的时
候，可是厕所成了摆设。”

这位村民说：“村里不只我一家如
此，很多第二批参与改造的也都遇到了
这种情况。”他说：“第一批改厕管道都
是‘走直线’，且汇入总管道的距离较
短，但我们这批管道走得路线长，弯道
多，我觉得设计上有问题，才导致冬天
被冻住。”

记者看到，这位村民家厕所没有安

装隔断，不用的坐便器已经用黑布盖
住。村民苦着脸说：“配套的坐便器不
到一年就坏了，出现裂痕还不停往外漏
水。所以我们自己花钱又买了新的。”
这位村民的老伴胳膊摔伤了，因为室内
厕所不能用，只能去室外的旱厕。

村民高红纪参加了该村第一批农村
厕所改造，也遇到了烦心事。他说：“配
套的坐便器冲水口不知啥原因，冲水时
总冲不干净，还需人工再冲刷，冲水阀
门也是时好时坏，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方
便。”

此外，村民们还有着同样的担忧：
“施工时，我们看村里安装的总管道直
径不大，我们的粪便、生活用水都要排
到总管道里，长期下去不知道能否顺畅
排走，如果堵了更麻烦！”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有读者反映，哈尔滨市松花江铁路
桥北侧东面的江汊子岸边，有一处很隐
蔽的排水口，周边出现了许多死鱼死
虾，他怀疑是排出的水质有问题。

近日，记者来到这里了解情况。走
过铁路桥顺楼梯下到水边，走出十多米
远，果然看到有一根胶皮管往外排水。
在这个排水口周边的江水和岸边散布
了许多死去的小鱼小虾，还有三四条小
鲫鱼冻结在冰面上。在胶皮管口附近
的石头、泥土上出现了许多绿色油漆一
般的东西。

记者向市长热线反映了这一情况，
市长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将派人前往
现场进行查看。

当地排水部门技术人员赶到现场
查看后向记者回复，经过抽样检测，排
水管排出的水是符合排放标准的；排水
口旁的绿色物质是由于天气转暖而形成
的苔藓；附近经常有一些市民来捕捞鱼
虾，其中的死鱼死虾被扔到了水边，并不
是因为水质不好而造成的鱼虾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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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李国玉 苏强

有读者反映，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园
里，多个公厕冬季由于温度太低而无法
使用，现在仍处于关闭状态，逛公园的市
民需要走出很远的距离才能方便。近日,
记者从劳动路一侧入口进入公园，走出
几百米，过了一座小桥看到前方有一处
公厕，走到近处发现，公厕门紧锁，上面
贴着的白纸上写着“厕所封冻，停止使
用”。再往前走出几百米距离，发现了另
一处稍大一些的公厕，依旧是“铁将军”
把门。

记者一直走到劳卫路附近，才看到
一处大型公厕，里面设备齐全，干净整
洁。一位正在逛公园的市民说，冬天由
于气温太低，分布在园内各处的简易公
厕无法使用；几个大型公厕距离又太远，
游园的人们感觉很不方便，都盼着园内
的简易公厕能够进行更新改造，不再“冬
眠”。

春天到了
“冬眠”的
公厕该醒醒了

“去年清明前，到二火葬（哈平路殡
仪馆）给父亲烧纸，工作人员让把祭品都
堆在一边，说他们会集中时间烧，真的不
放心。”22日，哈市市民刘女士说，今年
春节前，在母亲天天念叨之下，她偷偷买
了烧纸，到小区附近的街口烧。“别提多
闹心了。一怕有人管，二怕路人膈应，三
怕风吹起火星到处乱飞不安全……”今
年刘女士已经和弟弟商量好，28日到二
火葬，去鲜花祭扫。“已经买了花，还买了
父亲生前爱吃的桔子、烧饼，爱喝的白
酒。”刘女士说，为了让母亲放心，她还让
老人录了段视频，准备祭扫时在父亲（牌
位）前播放。

刘先生家住学府三道街，他说现在
大家真的对街口烧纸现象很讨厌。“春季
风干物燥，露天烧纸安全隐患太大；烟也
呛人，一走一过都得捂鼻子；再说也觉着
瘆人，让人心绪不宁的。”他说，2月9日，
也就是大年三十儿前一两天，一些街口
曾出现了“一夜烧”，市民不但拨打投诉
电话，而且在微信群里进行了口诛笔
伐。“时代在发展，我们也必须改变，养成
好的习惯，维护好的秩序。”

鲜花祭扫
一样寄托哀思

王先生在殡葬企业工作，他说每年
从3月下旬到4月初，行业都要开展系列
文明祭扫活动，哈平路殡仪馆、向阳山革
命公墓、天河园殡仪馆、皇山公墓、金山
公墓、松北殡仪服务中心、平房墓区等殡
仪场馆，都会开设音乐祭悼、天堂信箱、
鲜花祭悼、黄丝带寄哀思等公益活动。

“参与的市民是逐年增加的。”他说，这些
殡仪场馆也开设这样的日常服务，前一
阶段可能是受疫情影响，能来的人少了，
但近期预约的人非常多。

李女士去年到哈平路殡仪馆祭扫亲
人，亲戚一家开了三辆车，拎了六大袋子
祭品。“到那一看，大多数人都是捧出亲人
牌位，摆上几样贡品，就默念的默念、诉说
的诉说了。我哥嫂也挺受触动的，当时就
和我说，今年也这样来。其实，这个传统
重在表达对故去亲人的怀念。”李女士在
社区工作，她说社区文明祭扫每年也都搞
活动，就是要引导大家养成好风气。

表情寄意
预约逐年增加

哈尔滨市民康同春老伴去世多年，
每年都要在清明节期间祭扫，前几年买
冥币晚上偷摸烧。今年康同春看到政
府号召文明祭扫，儿女也做他的工作，
老人决定在今年清明节的时候，除了给
逝去的老伴买一些鲜花外，还想为老伴
弹一首两个人认识时候听的《莫斯科郊
外的晚上》钢琴曲。这几天，康同春每
天抽出时间练习钢琴曲，准备在清明节
的时候，为老伴好好表现一下。通过优
美的钢琴曲，告诉天堂的老伴，现在自
己生活得很好。

祭奠老伴买束花
再弹一首钢琴曲

□文/摄 本报记者 肖劲彪

日前，有居民反映，哈尔滨市松北区
万宝大道破损严重，给出行带来不便，希
望有关部门能尽快修复。

24日，记者来到万宝大道，看到该路
段长达1公里路面破损比较严重，路面坑
洼不平，车辆驶过后灰尘也比较大。

据附近居民张先生介绍，道路破损
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人维修，经常有车
辆爆胎，给行车带来一定安全隐患。

据松北区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前期
科占晓铮科长介绍，目前万宝大道维修
已招标完毕，按计划投资270万元对道路
进行维修，维修道路长3.2公里，预计5月
中旬开工修复。

万宝大道破损严重

预计5月中旬
开工修复

民生民生 聚 焦焦

方正县建国村第二批改厕

室内厕所没遮挡

音乐鲜花寄哀思
文明祭悼逐年递增文明祭悼逐年递增
□文/ 本报记者 张同 吴利红 李天池

摄/ 本报记者 苏强

又近一年清明时，如何祭扫故去的亲
人，又成了千家万户的话题。连日来，记者
走访了解到，多数市民观念已经改变，都准
备购买鲜花、果品去祭扫。但不文明祭扫也
时有发生，成了广大市民眼中的“讨人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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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记者吴利红 电话：13936392622

为您解困，就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哈市市民小吴的父母都已过世，
每年清明的时候，她都要买各种冥纸
冥币给父母烧了祭奠，每次烧完纸后
都灰头土脸的。今年小吴决定改变以
往纪念逝去父母的方式，清明节的时
候，小吴想种一些果树来纪念逝去的
父母。她通过母亲原来在农村的亲属
包了一亩地，准备种植一些果树，因为
小时候家住平房的时候，父母就在院
子里种几棵果树，每年秋天家人都会
吃上新鲜的沙果，也常常和父母在果
树下乘凉谈心，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开车去
给果树浇浇水，游玩度假，比把钱买了
冥纸冥币烧了更有意义。”小吴说。

哈市市民董刚华是湖南人，父亲
几年前去世了。因为父亲家里兄弟姐
妹多，每年清明节的时候，董刚华都要
携妻带子从哈尔滨回湖南老家为父亲
进行祭扫，每次来回都很疲劳。“老家
也是烧纸啥的。”

董刚华说，今年不回湖南老家了，
清明节的时候，在哈市买些鲜花，摆放
在父亲遗像前，放父亲生前喜欢的湖
南民歌，来纪念过世的父亲。以往用
来给父亲买冥纸冥币的钱，今年都给
母亲发了红包，让母亲买些可口的食
物，有个健康的身体。“母亲也很支持
我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过世的父亲。”
董刚华说。

种果树纪念父母
周末带家人去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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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鲜花代纸钱，丝带寄哀思”
的文明祭扫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