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名故事

平湖民政创新服务举措
多元推进文明殡葬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厚养礼葬，民
风益清。殡葬是民生大事，今年随着疫
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市民扫墓缅怀、悼
念故人需求进一步释放。为切实保障
安全生产，优化殡葬服务，我市通过落
实惠民政策、建设殡葬设施、推广节地
生态葬式等举措，全力确保清明期间群
众祭扫安全、文明、有序，进一步推进殡
葬移风易俗。

“近年来，我们民政部门大力弘扬
文明殡葬文化，打响平湖‘身后“逝”无
忧’品牌，稳步推进殡葬改革，开创文明
殡葬新局面，书写惠民殡葬服务新篇
章。”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程佳俊
说。

“加”：惠民服务润民心

临近清明节，市福陵园公墓迎来了
祭扫的高峰。“这里现场有专门的指挥
和疏导人员，整个祭扫秩序和环境都维
护得很好。”市民柳先生告诉记者，早在
看到“平湖福陵园”公众号推送的清明
祭扫高峰提醒后，他便想提前安排时间
前往祭扫，然而因为工作原因，只能安
排在周末时间，所幸出行、祭扫十分顺
利，令他倍感欣慰。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不
少市民都选择了实地祭扫，为此我们提
前谋划，多措并举做好‘祭’字文章，不
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确保市民祭扫安
全有序。”市福陵园公墓主任蒋晓燕介
绍说。结合实际，福陵园公墓一方面强
化同公安交警、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应
急管理和卫生健康等部门的联动，协助
维护秩序、疏导交通和安全管理；另一
方面，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加强现场
管理引导，筑牢安全防线，增派临时保
洁及垃圾清运力量，及时做好陵园环境
卫生清洁等工作，切实营造良好的祭扫
环境。此外，市福陵园公墓还主动提前
公布服务电话、乘车路线，并通过设置
指引牌、免费供应热水等一系列贴心惠
民的措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市福陵园公墓继续提供

“网上祭扫”“代客祭扫”等服务，满足市
民多样化祭扫需求。

在做好祭扫环节便民服务的同时，
近年来我市一以贯之认真落实“殡”和

“葬”环节的政策保障，切实让殡葬改革
成果便民惠民。据了解，早在 2012年
我市便出台了《关于殡葬基本服务项目
实行免费的通知》，明确市殡仪馆 4项
免费殡葬基本服务项目（遗体接运和使
用普通告别厅、普通火化炉、普通骨灰
盒），2017年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明确
殡葬基本服务免费项目的通知》，将原
来的4项免费服务增加到6项（新增：普
通告别礼厅、骨灰存放<全市骨灰寄存
堂>），免费对象由原来的 1类（具有平
湖户籍且亡故后在市殡仪馆火化的城
乡居民）扩展到 4类（新增：在平湖就读
的全日制非本市户籍学生、驻平部队现
役军人、与我市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缴
纳养老保险一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
员）。截至今年 2月底，我市殡葬基本
服务项目共计免费 35592人，减免费用
3916.594万元。

除了落实殡葬基本服务政策外，我
市还在制度建设上创新发力，推动惠民
殡葬常管长效。2021年，我市以行业监
管为切入点，7个部门联合出台《平湖市
开展殡葬业价格秩序、公益性安葬设施
建设经营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编印惠
民殡葬宣传手册 6000份，进一步规范
和加强殡葬管理。在此基础上，定期开
展殡葬行业集中检查，组织从业人员约
谈教育46次113人，签订殡葬服务从业
人员承诺书 170多份，通过“全面体检”
促进殡葬行业健康发展。另外，还成立
了镇街道、村社区文明殡葬劝导队，共
计 60支 300余人，在文明殡葬、惠民殡
葬宣传上发挥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
用。不仅如此，我市还围绕殡葬改革实
际，制订了迎亚运“两路两侧‘散埋乱葬’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持续深化巩固“活
人墓”等突出问题整治规范工作，通过
自查、暗访等方式，及时落实问题整改，
推动殡葬改革工作迈上新台阶。

“减”：绿色殡葬扬新风

清明时节，人们或立于树前，回忆
前人往事。也有人驻足岸边，或望着蔚
蓝的波涛，怀念融入大海的已故亲人。
近年来，不起坟冢、不立碑碣、“不占寸
土”的节地生态葬法在平湖蔚然成风。

“与传统安葬方式相比，生态葬法占
用的土地少、成本低，更与‘厚养礼葬’的
时代新风尚相适应。”蒋晓燕介绍说。
该陵园利用园区丰富的生态资源，打造
了树葬、花坛葬等新型殡葬形式，在满
足群众缅怀先人、慎终追远愿望的同

时，又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让生命
在绿水青山中得到延伸。

节地生态葬法的接受程度日益提
高，与我市推动移风易俗、出台补贴政策
密不可分。“百花千树”工程面向普通丧
户，以较低的定价引导丧户选择节地生
态葬式。同时，大力推行海葬，除了全额
减免因海葬产生的车费外，还将每具遗
体的政府专项补贴提高至 5000元。值
得一提的是，节地生态安葬也成为了我
市减轻群众负担、保障基本安葬需求的
重要途径：“五保”、“三无”对象和“低保
户”死亡后可免费入葬公墓“爱心苑”；生
前为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
等父母的，死亡后也可免费入葬公墓“爱
心苑”。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平湖已
有 74位逝者以节地生态葬法“魂归自
然”，累计补助24.4万元。我市今年参加
海葬的有15户16具。

为补齐殡葬服务设施短板，改善殡
葬基础设施条件，目前我市已有 12个
寄存堂完成改造提升工程，福陵园树葬
区完成建设工程验收，全市新建新材料
全封闭格位 17.8万格。已有 9万余具
骨灰存放在寄存堂，节约土地面积约
300亩。

破旧俗以树新风。去年 4月，我市
启动了“身后‘逝’无忧”品牌发布暨公
益项目宣传月活动。通过公益项目建
立文明殡葬奖励机制，对提出申请符合
殡葬移风易俗、践行白事简办和生态节
地安葬的丧户给予“身后‘逝’无忧”奖

励金。与此同时，充分发动 114个村社
区备案成立红白理事会等基层组织，积
极引导群众丧事简办，对提出申请符合
殡葬移风易俗、践行白事简办的丧户发
放专项奖励金。截至目前，全市有 82
户获得文明殡葬奖励金，为弘扬节俭治
丧、文明礼葬的殡葬新风尚营造了良好
的氛围。

“乘”：数字殡葬强服务

“原本办丧事项要到村社区、派出
所、卫生院等单位进行现场审批，现在
在手机上或到村社区就可以轻松完成
填写申报和审核流程，为我们治丧节省
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日前，市民刘先
生通过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足不出
户便完成了亲属死亡证明和办丧事项
审批等手续。

据了解，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是
我市以数字化改革优化殡葬业务流程的
成果之一。市民政局依据“治理端”和

“服务端”梳理的实际需求，整合了公安、
民政、卫健等多部门职能，在线上实现工
作联动，将死亡证明开具、火化预约及办
理、户籍注销等跨部门多业务综合集成，
真正做到数据上下流畅、横纵贯通。自
平台投入应用以来，已累计为 10652名
逝者提供联办服务，联办率从 82.4%提
升至98.9%，审批环节减少到6个。

清明前后，很多市民会去墓地祭奠
已故亲人。而在平湖，不少市民则通过
手机就实现了在线祭扫。记者发现，只
要微信搜索进入“平湖福陵园”小程序，
即可看到“云祭祀”“自助缴费”“委托祭
祀”等相关界面。“该平台上线后，殡葬
服务延伸至个人手机端，可有效缓解高
峰期墓园线下服务紧张状况。”市福陵
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由此不仅实现了
墓园业务线上“一站式”办理，也大幅提
升了墓园管理的信息化和智慧化水
平。通过该程序，输入墓穴的相关信息
就可以直接搜索到相应的墓穴，看到实
景图像，进行祭扫，还向丧属免费提供

“香”“花篮”“烛台”等祀品以寄托哀
思。同时，“委托祭祀”服务也可在小程
序上进行预约，收费标准全部公开透
明，服务流程全线留痕，祭扫过程也可
以在线上传送给丧属。这也真正解决
了群众殡葬方面的操心事和烦心事，让
逝者安息、为生者减负。

■记者 潘慧敏 汤智娟 通讯员 江芸芸

巧做“加减乘”法 解好殡葬改革题

三登桥与鲁氏三兄弟
从当湖城区建国路与解放中路的交

叉口往西走，过了汉水桥，就是三登桥。
三登桥横跨平湖市河，南通大弄，北连香
弄，全长 7.3米，宽 11.2米，为钢筋混凝土
结构。原来这是一座单孔石拱桥，始建于
南宋。明天启《平湖县志》记载：“在县西
一百步，宋人鲁詹、鲁詧、鲁訔先后登进
士，故名。”三登桥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
重修，民国时改建为平桥，1986年拓宽，
1998年解放路全线改造时重建。

三登桥虽然地处当湖闹市，却是一座
极其普通、“貌不惊人”的水泥平桥。桥面
与马路贯平，桥名标记又不显眼，不大会
引起路人注目，与东侧相邻的汉水桥相形
见绌；若与解放西路号称“当湖第一桥”的
迎恩桥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这座
有着 700多年历史的古桥，尽管经过了数
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却依然是“坐不更
名，立不改姓”，因为人们看重它的不是豪
华气派，而是极其光彩的历史文化底
蕴。

在宋代，当湖镇属于海盐县。北宋仁

宗时，曾任海盐县令的鲁宗道（966-1029
年），官至朝廷参知政事，告老卸职后，迁
居风景如画的当湖镇。其后代鲁正宁官
为正议大夫，生有六子一女。长子鲁詹于
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榜登进士，他的
詧、訔两兄弟又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
同科进士及第。一门三杰，传为佳话。鲁
氏乃官宦富有之家，当地有“鲁半城”之
说，出资造桥，取名“三登桥”，寓意确切，
既光宗耀祖，又传扬美名。

鲁氏三兄弟不仅在科举方面获得了
功名，而且在文学、行政管理等方面也造
诣很深，称得上是佼佼者，尤其对诗圣杜
甫的作品深有研究。鲁詹（1082-1133
年），字巨山，官居四品散郎（郎官中的八
郎之一，无官职的官名），在浙东、浙西对
外贸易事务衙门（时称两浙路市舶司）任
仓司（提举），著有《奏议》2卷、《吏役录》3
卷、《诗》10卷、《杂文》20卷、《杜诗传注》
18卷。鲁詧（1096-1171年），字如晦，鲁
詹五弟，任从六品户部郎中、池州太守
（州官），著有《汉纪考异》11卷、《皇朝要

览》100卷、《边防十二事》《文集》30卷。
鲁訔（1099-1175年），字季钦，号冷斋，鲁
詹六弟，历任余杭县主簿（为知县的助
理，负责全县的粮税、户籍等）、太常丞
（朝廷太常寺中掌管礼乐的官员）、太府
卿（朝廷中掌管财物的主官）、浙东及福
建路提点刑狱（监督、考察所辖州府的监
察官）等职，著有《杜工部诗年谱》1 卷、
《冷斋集》《易说》20卷、《论语解》10卷、
《南征录》2卷、《杜工部草堂诗笺》22卷
等。他编著颇多，其中《杜工部草堂诗
笺》最为有名，对杜甫的诗词，不但考证
其时代背景及地理环境，而且详加注释，
使读者免去阅读的艰涩，而感其平易亲
切。据《平湖经籍志》记载，《杜诗传注》
18卷，始注于鲁詹，由鲁訔续成。

鲁訔远在京城为官，对故乡平湖仍情
有独钟。他的一首抒情家乡的《春词》，引
人联想起春之童、春之趣：“叠颖丛条翠欲
流，午阴浓处听鸣鸠。儿童赌罢榆钱去，
狼藉春风漫不收。”这首诗说的是：茂密的
枝条青翠欲滴，正午的树荫下听到斑鸠鸟

“叽叽喳喳”的争鸣。儿童们玩罢一种叫
赌“榆钱”的游戏走了，春风吹来，只剩下
榆钱满地狼藉。诗人避开一般咏春诗词
常用的典故意象和伤感情调，即景书写，
真切地传达了春天里家乡特有的气氛和
情趣。

明天启《平湖县志》说：“鲁氏，宋时最
著，参政鲁宗道后也……子孙登第十九
人。”从北宋崇宁五年至南宋景定三年
（1106-1262年）的 156年内，鲁氏一族出
了如此多的进士，在平湖历史上实属罕
见。

刘禹锡的《陋室铭》中说：“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三登桥，
一座默默无闻的小石桥，700多年来，尽管
经受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仍然一如既往
地为民众服务，向不计其数的行人展示着

“继往”定能“开来”的道理。
在金平湖这块“风水宝地”上，过去、

现在和将来，一定会一代接一代地涌现出
无数的优秀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贡献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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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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广大市民树立

科学文明的祭扫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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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祭扫，文明出行。倡导选

择“公交出行、拼车出行、短途步行、高

峰错行”等出行方式，遵守交通规则。

倡导网上祭祀、居家追思、敬献鲜花、

踏青遥祭等文明祭祀方式寄托哀思。

在祭扫时请自觉遵守防火规定，杜绝

各种安全隐患，共度平安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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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节俭治丧、生态

安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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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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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3月22日

文明祭扫
平安清明

——致全体市民的一封公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