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公园，就是在荒山瘠地、低产低效山林地建设的‘公园式’村级殡葬设施，可实现
草坪葬、树葬、花葬。”

◆为确保生命公园的公益属性，漳州禁止社会资本参与，以政府奖补一点、村级筹集一
点、群众捐赠一点的方式筹措建设资金。

◆“建设生命公园迅速得到群众普遍支持。这表明，回归自然、回归乡土，是乡亲们心中
生命最好的归宿。”

我们的节日·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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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林洁 许小燕）日前，交
通运输部组织收集了一批班车客运
定制服务创新发展典型案例，供全
国各地交流借鉴、学习推广。其中，
漳州开发区“定制客运服务同城化发
展 打造厦漳便捷出行新标杆”入选。

近年来，厦门市和漳州开发区
两地交通运输部门深化区域协作，
联合推动开通厦门—漳州开发区定
制客运线路，在满足两地居民日常
通勤出行需求的同时，为漳州开发
区居民往返厦门机场、火车站提供

“点对点”服务。
漳州开发区通过降低线路票价、

增加高峰时段班次等方式，为厦漳两
地通勤群体提供“家门口到写字楼”直
达服务，此外，依托线上专属小程序，
集成购票、班次查询、站点查询等功
能，支持旅客自主选择上下客点，实现

“指尖预约”和“门到门”服务。车次更

多、车况更好、服务更优……随着厦漳
班车客运定制服务的推进，群众感受
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自2021年底厦门—漳州开发区
定制客运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开行
超 6000班次，运送旅客超 8万人次，
2024年以来班次上座率超90%，实现
了两地居民1小时通勤出行，较轮渡
和城际公交等交通方式减少出行时
间 50%以上。通过车型动态调配，车
辆日均利用率提升38%，企业运营成
本降低27%，探索出了道路客运转型
升级助力同城化发展的新路子。

下一步，漳州开发区将持续优化
定制客运班线运营线路，加强厦漳
两地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进一步
优化服务网络布局，提升服务质量
与效率，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满
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
出行需求。

道路客运转型升级

漳州开发区定制客运服务案例
获交通运输部推广

“田间试验效果如何？对杨梅品
质提升有没有量化的数据？”近日，
在位于龙海浮宫的龙海杨梅科技小
院的种植基地，中国科学院院士、福
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谢联
辉及其团队成员深入田间地头，实
地查看了大棚杨梅种植设施建设和
管理模式，与福建农林大学的研究
生们面对面交流，针对当前杨梅种
植中存在的问题，现场“开方抓药”，
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

近年来，龙海区大力推行“科技
小院”模式，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浮宫镇依托
得天独厚的杨梅产业优势，推动龙海
杨梅科技小院在融合辐射、人才引
育、创新发展等方面发力，以“小”院
助推杨梅发展“大”跨越，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大动力。

秉持“不求常在、但求常来”的柔
性引才理念，龙海杨梅科技小院积极
组建党员专家服务团队，先后柔性引

进全国劳动模范颜丽菊研究员、浙江
省农科院任海英研究员等 9 名行业
专家及 8 名科技人员，围绕技术咨
询、培训指导等方面，为种植户提供
全方位服务，成为推动杨梅产业发展
的“智囊团”。

作为“新农人”人才培育示范基
地，小院专家团队依托“理论+实
践”的教学模式，开展科技志愿服
务，累计进行 50 余次杨梅种植现场
指导，举办 8 场次技术培训讲座，培
养了 50 余名本土技术骨干，成功攻
克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等 12 项关
键技术难题。如今，一批批“土专家”

“田秀才”在浮宫这片土地上茁壮成
长，为特色农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目前，龙海浮宫镇杨梅种植面积
达2.5万亩，年产量约3万吨，产值超
5亿元，“浮宫杨梅”已成为全国知名
的特色农产品品牌。

⊙苏祝巧 郑舒婷

科技小院引育人才助推产业发展

浮宫杨梅有了“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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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
泰区岩溪镇甘寨村的生命公园绿树掩
映，黄花风铃木绽放一树灿烂。一块块
占地不到0.4平方米的“生命里程碑”斜
卧在草地上。带着一杯清茶、几盘果子，
陈炳文在母亲的卧碑前点燃三炷香。

陈阿婆长眠于一棵树下。没有冰
冷的立碑，只一片柔软的青绿，托起生
命温柔的告别。

陈阿英 2015年辞世。由于当地公
墓紧张，她的骨灰一直寄存在骨灰堂。
2022年底，村里传来建设生命公园的
消息。没有繁复的仪式，陈阿英成为生
命公园的第一批“住户”，她以最朴素
的方式，回归最熟悉的乡土。

“生命公园，就是在荒山瘠地、低
产低效山林地建设的‘公园式’村级殡
葬设施，可实现草坪葬、树葬、花葬。”
当地村干部介绍，这里用卧碑取代立
碑，看山还是山，看树还是树。

在漳州，已建有595个生命公园提
供超过 60万个穴位，它们既是后人寄
托哀思之所在，也是草木葱茏、生机盎
然的生态公园。“一村一园”或“多村一
园”的建设模式，令公墓选址难问题迎
刃而解，也让“回归自然”的生态葬理
念落地生根。

安睡花草间

诏安县四都村的桂树下、华安县
上田村的樱花旁、龙海区塔潭村的竹
林里、龙文区扶摇村的龙眼树边……
漳州595个行政村建起生命公园，已故
村民的“生命里程碑”被有序安放在植

被间，春夏有花绚烂，秋冬有树静美。
在诏安县龙坑村生命公园，目之

所及，荔枝树郁郁葱葱。58岁的林海原
是这里的“生命摆渡人”，他的工作是
陪伴家属把骨灰盒埋进土里。每天，他
要花上半天在这里锄草、添土，并用衣
角仔细擦拭着每一块碑的浮灰。

在林海原看来，树下安睡着他曾
经嬉笑打闹的朋友，或是帮助过他的
人，他们都有一处不大却温馨的“家”。

“生命公园倡导‘先公园、后安葬’
‘不砍树、多种植’的理念，采用可降解
骨灰盒进行深埋，让生命回归自然。”
漳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金
生介绍，生命公园精心选种黄花风铃
木这类恰在清明时节绽放的树种，构
建花园式的空间格局，打破传统墓地
压抑沉重的固有印象，为人们提供别
样的追思纪念场所。

“对村里的特困、低保、百岁老人
以及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者，我们提倡
提供免费安葬服务。”漳州市民政局社
会事务科科长庄淑英说。

缓解“人地矛盾”

2022 年以前，长泰区湖珠村有一
个不成文的习俗：有人去世，只有前三
年去陵园祭拜，后续则在家里对着照
片拜。

无奈背后，是人地矛盾的现实困
境。湖珠村党支部书记洪鸿伟说，生命
公园建设前，长泰甚至找不出一个像
样的陵园。村里老人过世，家属只能将
骨灰送到隔壁县或市里安葬，“村子距

离市区 30公里，骑摩托车走山路去城
里祭扫很是麻烦。”

“漳州市的县区安葬设施趋于饱
和，如龙海区人口95.6万，公墓墓穴存
量约3700个；诏安县人口55.5万，公墓
墓穴存量仅400余个，且经营性墓穴价
格越来越高。”陈金生说。

漳州开展生命公园建设时，明确
要求不砍树、不硬化，不搞大拆大建，
严禁破坏耕地；明确规定，服务区域人
口在1万以内的，村级公益性生命公园
总占地面积不超过5亩；超过1万人口
的，总占地面积不超过10亩。选址应同
时符合林地保护规划和城乡规划。

为确保生命公园的公益属性，漳
州禁止社会资本参与，以政府奖补一
点、村级筹集一点、群众捐赠一点的
方式筹措建设资金。设立公益性安葬
设施建设专项奖补资金，2023-2025
年市财政每年投入 1000万元，对各地
建设成效实施奖补。建成后墓穴的收
费标准由村民代表大会议定，定价在
1000-5000元。

生命公园让逝者安息于故土，也
为发展腾出宝贵空间。“有了生命公
园，古雷开发区项目涉及的1万多例骨
灰可以安置，漳汕高铁建设沿线 85个
村庄的坟墓得以迁移。”庄淑英说。近

年来，作为福建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增
长极，大批工业项目加速落地漳州，环
保节地的生命公园既有效解决了群众
在殡葬服务方面的“急难愁盼”，也为
当地发展拓展了空间。

草木寄乡愁

漳州是台胞和侨胞重要的祖籍
地，许多游子在外打拼多年，始终怀揣
着落叶归根的心愿。

洪鸿伟曾收到一则来自异乡的消
息：一位退伍后定居西安的村民，希望
去世后能被接回家乡的生命公园。前不
久，台胞陈盈年回到老家漳州，看到甘寨
村建设的生命公园，当即决定将祖辈遗
骨迁回园内安葬，“当生命步入尾声，我
们心心念念的仍是故乡的一草一木。”

“一块不到 5亩的草木林地，寄托
了村民的乡愁。”洪鸿伟说。也正因此，
生命公园的建设得到大多数群众支
持。在湖珠村，80多岁的村民洪桂兰主
动捐出 60多年前亲手种下的老榕树。
她说，希望百年后能葬在这棵树下，继
续陪伴大树成长。

诏安县马城村的一次村民代表大
会，令村支书李平顺至今印象深刻：确
定完生命公园选址后，面临即将到来的
征迁问题，村民们纷纷举手表态。“建设
生命公园迅速得到群众普遍支持。这表
明，回归自然、回归乡土，是乡亲们心中
生命最好的归宿。”李平顺说。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
以礼。又是一年清明时。生命公园迎来
祭奠的人潮。小小的卧碑前，繁花迎来
又一季盛开。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吴剑锋 周义

漳州：让生命归于繁花和绿荫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 通讯员
谢少杰）记者从市供排水中心获悉，
2024 年度漳州市级节水型单位、企
业和居民小区名单日前出炉，漳州吾
悦广场、漳州芗城万达广场、漳州市
农业农村局 3 家单位获评市级节水
型单位，福建省新麦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厂）、漳州市宏香记食品有限公司
3家企业获评市级节水型企业，悦珑
庄、国贸天成、大唐名门印象、万科玖
龙台 4 个居民小区获评市级节水型
居民小区。

作为全省第三个获得“国家节水
型城市”称号的城市，近年来，漳州深
挖城市节水潜力、持续提升用水效

率、聚焦加快节能减排、不断提高优
质水生态供给水平和能力，以“节水
三同时管理”“计划用水管理”“节水
统计机制”“节水型载体建设”等为
抓手，解决城市节水管理过程中各
类问题，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我市
各企业、单位积极响应节水号召，开
展节水诊断、节水器具排查改造、完
善提升节水管理制度、提高回用水
比例等一系列行动，属地规模企业
更是充分发挥龙头示范作用，推动
城市节水工作实现“开源”效应。市
供排水中心将继续加强节水管理、
开展水平衡测试，积极推广使用节
水型用水器具，并做好节水宣传、提
高用水效率。

2024年度漳州市级节水名单出炉
3个单位3家企业4个居民小区上榜

清明时节的漳州，春意盎然，追思
悠悠。

在漳州西陵陵园，市民韩小姐手
捧一束素雅的菊花，轻轻放在先人墓
前。“以前都是烧纸钱，现在改用鲜花，
心意一样真挚，环境更加清爽。”韩小
姐说。在漳州，鲜花祭扫、网络祭扫等
文明低碳的祭扫方式越来越受欢迎。

近年来，我市积极倡导“鲜花祭
扫”“云上追忆”等祭扫方式，既延续了
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又赋予了清明
新的时代内涵。

在市区胜利西路的一家鲜花超市
内，用于祭扫的花束简约大方。“从三
月中旬开始，花店就着手准备祭扫的
鲜花，以菊花最受欢迎。”花店工作人
员一边整理花束一边介绍道，“现在越
来越多的市民选择用鲜花寄托哀思，
既环保又庄重。”

这种绿色祭扫的理念也延伸到
了“云端”。今年，市殡仪馆继续推出

“云祭扫”服务平台，让科技为思念
插上翅膀。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为故人
敬献虚拟鲜花、点亮电子蜡烛，还可

以在留言板上写下那些来不及说出
口的心里话。

记者从市殡仪馆了解到，4 月 4
日、5日，前往市殡仪馆祭扫的市民超4
万人次，较往年增多。市殡仪服务中心
主任吴志荣告诉记者，虽然人数众多，
但群众祭扫平稳、有序。

随着文明祭扫理念的深入人心，
越来越多市民选择低碳出行。

为保障清明期间市民祭扫出行
需求，4月 4日至 6日，我市在省道 219
长富山陵园入口处设置免费公交接

驳站，配备 10 辆专线公交车，往返接
送市民至陵园，方便市民换乘，此外，
还加密常规线路的班次，其中对接长
富山陵园的 4 路公交增加至 16 辆，对
接双凤山陵园的 16路公交，加密后运
力调整为 8辆。据统计，清明节当天共
投入 35 台车辆（其中 10 部接驳车）参
与 4路、16路和长富山的接驳运输，共
发送 150班次。

鲜 花 祭 扫 、云 端 追 思 、公 交 出
行 ……今年清明，我市文明祭扫清风
扑面。

我市清明祭扫清风扑面——

纸钱换鲜花 清明更“清明”
⊙本报记者 沈小琴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 通讯员 郑
镇权）记者获悉，即日起至4月30日，我
市将开展重点管控区域在建房屋市政
工程施工扬尘整治攻坚行动，严格落
实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扬尘防治

“六有”措施，完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
网格化监管机制，全力提升扬尘防治
工作能力和水平。

被纳入重点管控范围的包括芗城
区、龙文区、高新区、台商投资区、龙海
区（榜山镇、石码街道、海澄镇、紫泥
镇）、长泰区（长泰经济开发区、武安
镇、古农农场）、南靖县（高新园、靖城
镇、丰田镇）、华安县（丰山镇、华安经

济开发区）等区域，市住建局将以“线
上+线下”检查的方式，开展督导工作。

整治行动中，我市将加强重点管
控区域及周边地区 479 个在建房屋市
政工程施工项目扬尘污染管控，全面
梳理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工地清单并建
立台账，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工地
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
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
土车辆密闭运输等各项扬尘防治措
施，确保车辆净车出场、渣土车密闭出
场，杜绝“滴撒漏”现象，施工工地车辆
出入口到主路的连接路段硬化（项目
独立使用路段）无积尘。

即日起至4月30日

我市开展在建房屋
市政工程施工扬尘整治行动

清明假期，不少市民来到市区南湖生态公园里踏青赏春，与湖中的
天鹅一道享受美好时光。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