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名故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积极倡导绿色文明新风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清

明，是气清景明的节气，也是缅怀、追思

故人的传统节日。

临近清明节，我市也将迎来祭祖扫

墓高峰。为了让这个清明节更加“清

明”，日前市民政局向全市人民发出文

明祭扫倡议和群众祭扫流量高峰预警，

倡导广大市民以绿色文明方式追思先

辈、祭奠逝者，践行绿色殡葬新风尚。

近年来，市民政局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理念，强化绿色发展引领，厚植节地

生态绿色环保理念，加快殡葬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推进殡葬改革和移风易俗，

社会公众对殡葬改革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得到持续提升，有力推动了绿色殡葬

改革的深入开展。

“殡葬改革需要多方合力、综合施

策、笃定不移，只有将绿色殡葬理念转

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才能

让生态文明之风吹进百姓心坎，更好地

促进殡葬改革健康有序发展。”市民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俞鑫岗说。

创新节地葬式

全面推进“生态殡葬”建设

3月22日下午，我市2021年度清明

节期间安全祭扫暨寄存堂建设管理工

作现场会在独山港镇和新仓镇召开，会

议就清明节期间安全祭扫和寄存堂建

设管理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加强全市各镇街道寄存堂建设管

理，是我市发展节地葬式、推动绿色殡

葬改革的重要抓手之一。为满足市民

多样化生态殡葬需求，市、镇街道两级

财政先后投入近1亿元改造提升全市骨

灰寄存堂以及新开辟生态墓区、予以生

态安葬经济补助等。

按照“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高

水平使用”的工作思路，市民政局从寄

存堂的建设、管理以及使用等方面进行

了全方位的考量和探索。

在建设上，以钟埭街道长乐园骨灰

寄存堂为样板，明确各镇街道新建骨灰

寄存堂硬件设置要求，将休息室、告别

祭祀区、焚烧炉和停车场等作为“硬指

标”，同时规定格位最低满足 20年放置

需求，强力推动全市骨灰寄存堂改造提

升工作驶入“快速道”。截至目前，8个

镇街道和市殡仪馆需要改扩建的寄存

堂已基本完成改造提升工作，共建有新

旧骨灰寄存格位16.2万格，其中新材料

全封闭防霉防潮格位14.3万格，落实补

助资金2600余万元。

在管理上，强化属地管理职责，明

确属地骨灰存放管理制度的制定落实、

集中祭扫活动的应急处置预案、骨灰存

放信息档案的建立等职责，并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落实专人，负责骨灰存

放登记、格位维护、秩序引导、环境保

洁、安全巡视、绿化养护等事务。在此

基础上，市民政局通过召开现场会、现

场走访指导等方式，督促各镇街道认真

履行职责，确保骨灰存放安全规范，寄

存堂管理平稳有序。

在使用上，积极用好政策“指挥

棒”，自 2014年起在全市范围实行寄存

堂免费存放骨灰盒、免收寄存堂管理费

和新增骨灰入堂存放经济补助三大新

举措，新增骨灰存放比例逐年提升，骨

灰入堂存放量由 2014年 8月的 5.36万

具增加到现在的 8.7万具，全市新增骨

灰进堂率由 2014年的 20%提升到 2020
年的 60%，累计免收骨灰存放费和管理

费660余万元。按生态公墓每亩不少于

300穴计算，已节约土地近 380亩，为更

好地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服

务文明城市创建和经济建设等腾出了

空间。

深化便民改革

全面提升“智慧殡葬”服务

群众身后事，民生关键事。在互联

网时代，加快推进殡葬政务服务信息

化，持续提升数字殡葬服务，让人民群

众直接受益，是殡葬这一基本民生事业

不断追求发展进步的应有之义。近年

来，市民政局聚焦传统殡葬服务的难点

堵点问题，持续深化信息技术的推广应

用，逐步打造出覆盖全流程的“智慧殡

葬”服务新模式。

作为群众全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环，

“身后事”的置办往往需要多费周折。

以优化群众“身后一件事”全流程网上

办理为突破点，日前市民政局组织全市

8个镇街道社区经办人员、派出所户籍

工作人员等开展了部门联办移动端操

作系统业务培训，通过系统化培训，实

现户口注销、丧葬费及抚恤金发放、养

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一次

性支付、火化证明等身后多事项“一站

式”“不出村”办理，真正把服务落在基

层，把便利留给群众，让“伤心事”办得

宽心、省心。

巩固深化“身后事”跨部门联办改

革工作成果，打破“身后事”办理的“信

息孤岛”，是市民政局推动“最多跑一

次”改革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的一项重

要举措，也是探索“智慧殡葬”服务向数

字化转型的有益实践。除了扎实推进

“身后一件事”全流程网上联办工作，眼

下该局还积极谋划拓展线上云服务功

能，为8000余名福陵园公墓用户提供智

能化网办、掌办新选择，打造“智慧殡

葬”数字化服务完整体系。

“我们计划在实现远程缴费、网上

祭祀的同时，根据市民平时咨询量大、

关注度高的高频事项和业务，增加实

时查询、业务指南、网上预约、墓型查

看、政策宣传、代为祭扫等一系列功能

模块，全方位满足市民对殡葬业务常

态化通办的需求。”市福陵园公墓主任

蒋晓燕介绍说，届时市民可以通过优

质齐全的图片和文字内容，了解具体

服务事项，完成相关业务办理。通过

前期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梳理工作，福

陵园公墓截至目前已累计整理高清实

景图片 7256张、文字说明 2万余字，为

下一步云上系统开发升级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随着“智慧殡葬”工作的有力推进，

市民政局还进一步突出多环节“智办”

新模式。一方面，利用局机关数字化改

革的有利契机，推进殡仪馆业务操作智

能化升级，计划将悼念、守灵、冷藏、火

化、寄存、发灰等业务环节纳入信息化

管理范畴，推广条码化管理及移动化办

理，增强殡仪服务规范性和精准性，减

少差错率；另一方面，依托骨灰跟踪信

息系统，引导全市15个骨灰寄存场地实

现标准化管理。据统计，目前系统累计

录入全市骨灰信息近 2万条，新增骨灰

实现 100%线上登记、更新和查询，助力

全市节地生态安葬工作更高质量推

进。

推进移风易俗

全面倡导“文明殡葬”新风

擦拭墓碑、鞠躬行礼、敬献鲜花……

今年清明期间，市福陵园公墓持续推进

移风易俗，推出“代客祭扫”服务。从 3
月26日起，不能至现场祭扫的市民可通

过“平湖福陵园”微信公众号，进入代客

祭扫界面进行预约委托，预约成功后，

公墓将安排工作人员祭奠逝者，并把服

务过程通过小视频反馈给市民。

“‘代客祭扫’服务既能给我们省去

来回奔波的时间，也帮我们表达了对逝

者的哀思。”陶先生一家常年工作和生

活在上海，每逢清明，他总要驱车至福

陵园为曾经的老战友祭扫一番，但是今

年因为腿部动了小手术，无法赶回来亲

自祭扫，于是他在“平湖福陵园”微信公

众号上预约了“代客祭扫”服务，由公墓

工作人员代替他完成祭扫心愿。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代客

祭扫”的实行正是顺应“绿色殡葬”、文

明祭扫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今年市

福陵园公墓还将继续推行网络祭扫、

“鲜花换纸钱”等环保低碳的祭扫方式，

营造文明祭祀的良好社会氛围。

叶落归根，绿荫后人，实现“绿色殡

葬”改革离不开文明新风吹拂。按照清

明节期间集中祭扫和集中安葬的民俗

习惯，市民政局紧紧围绕“文明殡葬”主

题，大力推广家庭追思、鲜花祭扫、网络

祭扫等文明、节俭、便捷的祭扫方式，培

育绿色文明低碳的殡葬理念，弘扬慎终

追远、厚养薄葬等优秀传统文化。同

时，广泛宣传骨灰寄存、树葬、草坪葬、

骨灰撒海等节地生态的骨灰处理方式，

提高群众对殡葬改革的认识，引导群众

树立正确的丧葬观念，自觉抵制丧葬陋

习，加快推进殡葬领域文明建设。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

山。”今年清明节期间，市民政局继续加

大寄存堂免费存放政策力度，加强内外

环境、管理维护等方面的宣传引导，并

充分发挥村（居）委会、红白理事会等基

层组织的作用，将文明低碳祭扫、节地

生态安葬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不断深化

丧葬礼俗改革，努力推动这一传统节日

与现代生活方式“同频共振”。

在此基础上，坚持平安清明导向，

全面加强清明祭扫安全管理，强化属地

监管、部门协同、安全检查等工作，确保

清明祭扫工作安全、有序、文明、生态开

展。

“‘绿色殡葬’改革是新形势下必须

攻克的课题，我们将始终树立‘民政为

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勇于担当、奋发有为、攻坚克难，

努力开创全市殡葬改革事业健康发展

新局面。”俞鑫岗这样表示。

■记者 汤智娟 通讯员 张亚英

平湖民政创新举措纵深推进殡葬改革

虎山的故事
“虎山”位于新仓镇现双红村放港河

西侧、盐船河北岸，虎山村因“虎山”而得

名，现在的虎山村已整体并入双红村。“虎

山”，俗称为“虎山坟”“虎山头”，是当地人

对“虎山”一带地名的统称。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平湖人朱鼎

镐所著的《芦浦竹枝词》中有关于“虎山”

的诗：

落日牛羊下虎山，顾公河水绿弯环。

南园不复梅花树，明月何劳鹤守关。

这是对当时虎山的描写，可见，150多
年前，虎山在当地已经很有名气，文人墨

客，时常光顾。清宣统二年（1910年），平

湖周光瑞在《盐溪渔唱》中也有诗云：“虎

山浑似虎丘形，高阜修篁一带青。莫道此

山本培，平原也有小云屏。”诗后注，虎山

在南放港坊，土阜似虎形。修竹蔽之，青

葱满目。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虎山方圆面

积约3亩，最高处有3米多，再加山上的竹

子青梢蓬远看有10米多高。虎山的北边，

有一条小路，是当地村民进出的必经之

路。有一条东西横贯的小河，河面虽小，

但至 2012年时，这条小河仍然在，只是杂

草丛生，河面看不到河水。虎山的西南角

上，有一片坟地，本地人俗称其为“虎山

坟”。

虎山地名的沿革：1949年 5月平湖县

解放后，于 1950 年 2 月，成立虎山村。

1954年 4月，为黎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俗称小社），这时开始平整虎山，砍竹伐

树，清理杂草，并在虎山上种植了南瓜等，

在虎山偏东的山顶上建造了南北向房子8
间，东西向房子 3间，作为小社办公室、虎

山小学教师的宿舍。山顶上开辟了一块

篮球场。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村里

办起大食堂，历时两年多，到了三年困难

时期，虎山上的房子被全部拆除。

虎山地名的变迁：1958年 10月成立

人民公社时为虎山村，后改名为新仓人民

公社第八大队。1961年 4月，调整为新庙

公社联盟大队。1962年 2月，虎山从联盟

大队划出，成立虎山大队。1983年 11月，

政社分设，又改称为虎山村。是年全村

195户、722人，耕地面积1036亩。1999年
4月，虎山村并入联盟村，属原新庙镇最小

的村。

虎山地名的传说故事：

几百年前，张姓的先民最早迁移到

“虎山”这块土地上，其次有杨、谢、周、朱

等姓氏，主要是张姓，以农耕为主。从 20
世纪 30年代起，张姓中出现了学手艺、做

工匠的人，一代传一代。从此以后，他们

与“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其间流传着许

多动人的民间传说故事，给“虎山”增添了

许多神秘的色彩。

故事一：卖火柴的姑娘。据传，很早

以前，有一年夏天，一个卖火柴的姑娘来

到了“虎山头”卖火柴，生意不错，卖出了

许多火柴。卖火柴的姑娘很高兴，不知不

觉来到了“虎山”脚下，她抬起头，仰望这

座平原中的小山，欣赏这里的鸟语花香，

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觉得这是个好地

方。于是她爬上了虎山，来到山顶，可是

突然感到肚子不舒服，就找个地方“方便”

了一下。自从卖火柴的姑娘在山上“方

便”后，人们发现，虎山从此就不再往上长

了。

故事二：两缸菜油。传说在虎山上埋

有两缸菜油，何人埋藏、为何埋藏，都不得

而知。许多人为了寻找这两缸菜油，东挖

西掘，但是从未找到过。所以大家觉得这

两缸菜油十分神奇。一个农历八月十五

的晚上，一轮明月挂在虎山顶的一棵老树

上，天空掠过丝丝白云，群星闪烁，月光如

水，屋外的气温明显下降，给人以凉意。

一个在虎山边乘凉赏月的村民，突然发现

虎山上有两个菜油甏似的东西，心中大

喜，这不是传说中的两缸菜油吗？他急忙

下山，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他的同伴。几个

同伴马上赶来，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任

凭他们怎么找就是找不到这两缸菜油。

虎山的土质以海沙和泥土为主，比较

松散。实际上，虎山不是山，而是在沧海

变桑田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似老虎形状

的高丘，长期以来，被当地百姓习惯地称

为“虎山”，留下这个丰富而有趣的地名故

事流传在民间。 （黄伟慧 钱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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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祭扫
平安清明

——致全体市民的一封公开信

广大市民朋友：

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

明时。在这慎终追远、缅怀故人的

时节，为推进移风易俗，加强疫情防

控，引导广大市民树立科学文明的

祭祀方式，营造安全有序的祭扫环

境，平湖市文明办和平湖市民政局

共同发出如下倡议：

一、尊重传统，崇尚文明。“清

明”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祭祀节

日之一，是尊重传统文化、崇尚美德

传承的特殊日子，倡导广大市民朋

友改变传统祭扫方式，可通过家庭

追思、鲜花祭扫、网络祭扫、书写寄

语等形式，寄托哀思。

二、绿色祭扫，摒弃陋俗。自觉

抵制低俗祭祀用品和迷信行为，不

销售、不购买、不使用封建迷信祭祀

用品，谨慎用火，积极参与“鲜花换

纸钱”“丝带寄哀思”等活动，树立环

保意识，倡导文明低碳祭扫，共同营

造整洁优美的祭扫环境。

三、弘扬美德，厚养礼葬。百善

孝为先，祭之丰不如养之厚，弘扬尊

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老人在世

时多给予关心关爱，做到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让老人安度晚年；老人去

世后，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丧事简

办、文明祭奠。

四、党员带头，积极参与。广大

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做生态安葬、

节俭治丧、文明祭扫的带头实践者，

积极宣传现代殡葬理念，以实际行

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群众，培育弘

扬文明新风。

广大市民朋友，缅怀先人，重在

心、不拘形。倡导安全文明有序祭

扫，既是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

也是新时代文明生活的迫切要求。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争

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绿色文

明祭扫的带头者，过文明清明、平安

清明。

平湖市文明办

平湖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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