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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清明节。 青浦的福寿园最近贴

出一张告示：自今年 5 月 1 日起，园区内

将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和燃烧锡纸、冥币、
纸钱、纸扎等风俗用品，望各位客户文明

祭扫。
又一道移风易俗的考题摆在上海市

民面前：今年清明节上坟祭祀时，能不能做

到不烧锡纸、冥币、纸钱和纸扎用品？

烧一堆纸钱比不上栽
一棵树

烧纸钱的习俗由来已久， 据说始自

南北朝时的齐朝， 距今已有 1300 多年。
纸钱又称冥币。 许多人相信，纸钱就是死

者另一个世界里的钱，多烧一些纸钱，死

者在那个世界里会有钱用。 有诗云：“纸

钱纸钱谁所作，人不能用鬼行乐。 一丝穿

络挂荒坟 ，梨花风起悲寒云 。 ”话剧 《茶

馆》结局是满天飞舞的纸钱，象征着北京

三个老人埋葬了自己。 旧时北京清明祭

祖的主要形式是 “烧包袱 ”。 所谓 “包

袱 ”，被 祭 祀 者 当 作 从 阳 世 寄 往 “阴 间 ”
的邮包。

这当然是一种迷信。 无论是三皇五

帝、英雄豪杰，还是骚人墨客、才子佳人，还
是草民百姓、凡夫俗子，死了就灰飞烟灭。
唐代诗人王建作《寒食行》，早已对烧纸钱

的效果提出过质疑：“三日无火烧纸钱，纸
钱那得到黄泉？ ”许多人宁愿这样做，无非

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缓解对亲人的相思之

苦，并借助这种方式继续尽着世间没有完

成的孝道，聊以自慰。
其实， 烧纸钱习俗的弊端是显而易

见的。 浪费资源、浪费钱财且不说，焚烧

锡箔、冥币、纸钱、纸扎和燃放爆竹致“狼

烟”四起，污染大气，影响公众生活，甚至

会引起火灾。 据福寿园工作人员介绍，在
祭扫、 落葬高峰期， 园区小火警时有发

生，严重时一天发生三五起。 这对于长眠

于地下的先人，也是一种惊扰和大不敬。
因此， 福寿园的决定是值得提倡和大

力推广的。 缅怀先人、纪念父母，我们可以

采取许多文明的做法： 如可用一束鲜花和

三支清香、一杯清酒（或茶）替代燃烧锡箔、
冥币、黄纸等，或选择电子蜡烛、墓碑擦拭、
黄丝带、心愿卡等纪念方式，寄托我们的哀

思。 或可以放一段亲人生前喜欢听的音乐，
告慰亲人。 有网友在微信平台上倡议：清明

节在亲人坟前栽下一棵树， 要比烧一堆纸

钱更具纪念意义。

“移风易俗 ”需要大家
一起行动

有的市民认为：“烧锡纸是多少年的

风俗，怎么能说禁就禁？ ”多少年的风俗，
如果发现已与新时代的文明相悖， 那就

应当逐步舍弃。 新中国成立前，办丧事要

大出丧、办道场、做法事，这些陋习，不是

已被取消了吗？ 现在，烧锡纸的习俗，也要应时而改。
“移风易俗”中的“俗”字，拆开一看，是由两个“人”和“口”乘以

“八”组成。 那么多“人口”一起行动，便成为“俗”，所以易“俗”大不

容易。“移风易俗”，需要大家来行动。你上坟不烧纸，我上坟也不烧

纸，你送鲜花，我则种一棵树，公墓里没有浓烈的烟火气，多几分

宁静和安馨，不合理、不恰当的习俗就可以移掉。 今年移一点，明
年再移一点，逐步以文明祭祀的习俗来替代烧纸钱的习俗。

福寿园的倡导有没有取得成效呢？据媒体报道：通过两年的

宣传引导，许多市民逐步接受了不烧锡纸、冥币的劝说。 虽然每

年祭扫人流量在增加，但锡箔灰的总量在递减。园方出示了近三

年的燃烧数据：2015 年锡箔灰总量比 2014 年减少 11%，2016 年

总量较前一年减少 18%，2017 年总量比 2016 年又减少了 8%。
这有力说明，1300 多年来形成的风俗，到福寿园扫墓的人中，烧

锡纸者，已经减少了近半数。福寿园如将“不烧锡纸”的倡导再坚

持两三年，习惯成自然，大多数人就可以养成不烧锡纸祭祀的新

习俗。可以预期，以后人数的递减将更快。福寿园能够这样做，其
他的公墓经过努力，也可以这样做。

习俗之可以改变，更有说服力者，莫过于上海实施禁放烟

花爆竹的决定。 原来许多人认为，不放爆竹，还有什么“年味”？
但是，上海做到了。 从舆论宣传到监管动员，从禁止销售到车辆

检查爆竹入市，从街道、居委会干部上门劝说到民警的值班守

护……水到渠成，实现了外环线内烟花爆竹“零燃放”目标。今年

初五凌晨，上海许多小区内静得可以听到行人的脚步声。
这给我们另一个新启发：爆竹都能禁放，其他一切不合时宜

的习俗，如上坟烧锡纸、冥币之类，都是可以移的。

穿上您的警服，只想再靠近您一些
每年清明节前， 严慈都会与母亲 、

妻子一起来到龙华烈士陵园， 在父亲的

墓 前 ， 和 他 “说 说 ” 自 己 的 工 作 、 生

活。 今年 4 月 1 日， 他又来到陵园， 向

父 亲 严 德 海 轻 轻 读 起 了 自 己 写 的 信 。

爸爸：
穿您穿过的制服 ， 走您走过的道

路， 我只是希望能再靠近您一些。
不用我说，您一定知道我现在在干什

么，兄弟？ 是的，值班备勤，跟您过去一样。
您以前节假日总是加班， 好不容易

回家之后 ， “没大没小 ” 地叫我一声
“兄弟”， 我那时只知道这是您准备陪我
玩游戏的 “暗号”， 如今却能感受到其
中的爱与歉疚。

但我能理解您， 就如同您也一定会
理解我那样 。 2014 年 4 月 28 日 ， 我
到您生前工作的杨浦公安分局报到， 成

了四平路派出所的一名民警。 很多同事
和领导是认识您的， 带着英雄严德海的
儿子这一标签， 我还是很有点压力。

一个巡逻班头 8 小时， 有时我跟同
事要接十几个 110 报警，其中有不少都
是“一地鸡毛”的小事。 别看很多是小事，
也特别考验智慧，我还在学习如何厘清这
些事的性质， 为他们寻找解决的途径，尽
量让他们满意。 有些事妥善解决了，当事
人会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那一刻我特
别明白您的成就感从何而来，也明白面对
生死关头，您为何能做出那样的选择。

跟您汇报一下， 我现在已经从巡逻
岗位转到派出所执法办案队了， 办案队
基本都是年轻人， 工作氛围很好， 大家
都没日没夜地扑在案子上。 我现在一年
平均要经手 30 多起案子， 参与打击五
六十个违法犯罪人员， 忙的时候连续加
班一两个礼拜是家常便饭。 但是和您一

样， 我也有一个全力支持我工作的好妻
子 。 最近 ， 我刚刚破获了一起案值近
100 万元的留学机构工作人员诈骗案
件。 能及时惩处违法犯罪， 为群众挽回
损失， 我很有干劲。 因为工作中的突出
表现， 2017 年， 我荣获了杨浦公安分
局先进个人称号。

进入公安工作快四年了， 有一次穿
着制服站在 “警容镜” 前， 旁边的人都
说我像您。 我也觉得似乎靠您更近了一
些。 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多看一点、 多学
一点、 多了解一点。 我已经渐渐不再因为
您伟岸的身影在前而感到紧张， 我只是希
望， 能更靠近您一些， 再靠近一些。

敬礼
儿：严慈

龙华烈士陵园
2018 年清明前

（整理：本报记者 何易）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唐文佳

时评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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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精准扶贫行动启动
本报讯 （ 记 者 张晓鸣 ） 昨 天 ，

“乡村医生” 精准扶贫行动在上海举行

出征大会。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中华全国工商

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徐乐江， 上海市委常

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施小琳出席。
统计显示 ， 目 前 我 国 乡 村 医 生 约

150 万名， 肩负 6.5 亿农村居民的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常见病、 多发病的初

级诊治等医疗服务。

项目首批选择中西部地区 24 个国

家级贫困县开展工作， 未来三年将覆盖

到 100 个县。 具体包括通过线下线上培

训和与县、省级优秀医院结对等，提高乡

村医生专业诊疗水平和社区健康管理能

力。项目希望通过健康扶贫，解决乡村医

生进得来、用得上、留得住的问题，稳定

乡村医生队伍，提升专业能力，减少贫困

地区因病致贫和返贫率，助力 2020 国家

脱贫目标和“健康中国”战略。

复旦大学相辉堂修缮复原
设计使用寿命至少延长30年，将成为百年经典建筑

复旦大学相辉堂修缮工程近日通

过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专家

组验收，眼下正进行完全开放使用前的

“压力测试”。
相辉堂于 1947 年在复旦大学原第

一宿舍的废墟上重建而起 ，2006 年被

公布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保
护类别为三类保护。相辉堂修缮工程承

建方、上海建工五建集团的技术人员介

绍，对于三级以上的保护建筑，结构可

加固，但不能更改原有的结构体系。 为

此， 项目部选择可靠的信息技术支撑，
在指定位置安装了高精度仪器，即时获

知三维整体和节点变形引起的云图变

化，为加固施工多上了一重保险。 再通

过图形模拟和数据比对， 优化方案，历
经两次过堂评审和多次测试，最后把总

桩数缩减到 45 根。这一出“偷梁减柱”，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相辉堂始终如一的基

础形式，保护了历史建筑的原始状态。
如今，修缮一新的相辉堂一楼被改

做多功能用房、辅助用房和北堂剧场的

入口门厅， 二楼延续着原来礼堂的格

局———312 个标号的翻板椅、朱砂红窗

和木框，木舞台重焕容光，那份熟悉感

一直都在。本次修缮加固后的设计使用

年限，至少延长 30 年，可以护送相辉堂

步入巍巍百年。
为了还原复旦人心中的精神殿堂，

项目团队曾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调

研”。 他们上门拜访老校友、老教工，这
些对相辉堂有着永久记忆的人们虽已

至古稀、耄耋之年，但都努力对每一个

细节和部件进行求证，对每一种颜色和

纹路进行探讨，集思广益，拼图相辉堂

的原初样貌。 加之学校提供的不同年

代珍贵照册 ，项目部与校方 、设计方 、
历保专家等经过几轮商议， 最终确定

了修缮施工方案， 并得到了一次性通

过的评审结果。
修缮后的相辉堂外墙呈现出波纹

状拉毛风格，简练、朴实、庄重。其实，去
年 3 月开工之前，它的外墙已被层层涂

料覆盖，掩盖了原有建筑风貌，原有的

砖墙经数次砌筑后， 平整度也较差，抹
灰粉刷的面层厚度极不均匀，为水泥砂

浆的拉毛修缮复原带来了较大困难。
项目团队邀请五个班组进行小样

实验， 以尊重传统工艺手法为前提，考
验毛刺的粗细、均匀、颜色，乃至上色与

拉毛的顺序，以求达到真实度、历史感

的拉毛效果，再经老校友、老教工的筛

选，最终为相辉堂披上了素美“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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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泰斗“身后还要当一回老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蔡体栋去世后遗体捐献给母校，供学生学习研究

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骨科教授蔡体栋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

节。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上海交大医学生

自发举行对“大体老师”的追思会，老先生

的名字出现在今年的感恩名录上。 这位 86
岁的医学教授走完了救死扶伤的一生，“身
后还要当一回老师”， 把遗体捐献给母校，
完成对医学最后的奉献。

“没有那么多崇高的想法，只是感觉医

学上需要我们这样做，而我们也能做，所以

就做了。 ”谈及父亲捐献遗体，女儿说得平

静、从容，她也是一名医生。
这是一个医学之家对医学事业的爱，

看起来无声无息，却有力绵长。

患者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

说到蔡体栋， 国内骨科学界几乎无人

不知，一位令人尊敬的泰斗级人物。
1958 年 ， 蔡体栋从上海第二医学院

（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

在瑞金医院骨科工作。行医近半世纪，他始

终不忘医者信条，一生不愿辜负患者。
上世纪 60 年代，面对威胁不少患者性

命的骨肿瘤， 蔡体栋协助著名的过邦辅主

任在临床及基础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
仅摸索出临床、病理及放射“三结合”诊治骨

肿瘤的方法，还在国内最早探索恶性骨肿瘤

HD-MTX 大剂量化疗，取得良好效果。 骨肿

瘤治疗由此成为瑞金骨科一大特色。
不仅如此， 众所周知血友病病人因为

缺少凝血因子，一旦受伤往往出血不止，这
类病人如果需要做骨科手术，怎么办？很多

医院都不敢接治这类病人。 蔡体栋关注到

这类病患后，立刻与骨科张沪生医生一道，
在检验科医生的协助下， 探索血友病性关

节病的治疗， 成功施行血友病性关节矫正

截骨融和术， 一举打破该病的手术治疗禁

区，并形成血友病骨科治疗方案，为全国血

友病骨科疾病的诊治打下扎实基础。

“瑞金骨科的百宝箱”
了不起的治疗成就背后是这位医生从

不懈怠的付出。 “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

到病房巡视，休息天也不例外，每天还必到

图书馆阅读文献。 ”同事回忆他：老先生一

生挚爱医学，饱览群书，被誉为“瑞金骨科

的百宝箱”。
谈及这样一位医生爸爸，女儿坦言，因

为忙于工作， 父亲很少顾家，“把心都放在

医学上，才能做一个好医生”，这是父亲留

给她的从医箴言。
旁人说起蔡老先生，用“生活中艰苦朴

素，门风严谨”来形容。“但他在培养年轻人

学习上往往愿意一掷千金， 无论谁在工作

学习上取得成绩， 他都会不吝赞美与褒奖，
而对疏于学习者，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后辈

回忆他是一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的人”。
恩师如父， 瑞金医院骨科张伟滨主任

回忆老师时直言：“年轻时大家都怕他，因

为他非常严格， 每个月都要我们交读书笔

记，批改也很认真，连错别字都会圈出。 凡

他写在读书笔记上的内容， 我从来不敢不

认真看，因为他事后都要考的。 ”

对医学最后一次的贡献

从医、从教数十载，老先生的医风、学

风影响了很多后辈。而当面对生死问题时，
这个医生之家的选择再度令人起敬。

今年 3 月 5 日， 蔡体栋教授因肺癌医

治无效去世，享年 86 岁。 就在老先生去世

后的第三天，3 月 8 日，遵照他生前意愿，女
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上海交大医学院，这所

他曾求学、并由此走上医学道路的母校。
“早在 2014 年，父亲便提出，身后要捐

献遗体和角膜，我也是一名医生，非常赞成

和理解父亲的决定。 ”女儿说，父亲从患病

到离世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 依旧读着喜

爱的书，行事泰然，对待生命的豁然态度，
也丰富着她对生命、 对医学这份祛人类病

痛的伟大事业的理解。
“人生总有终点，何不让生命在奉献中

延续 ， 也实现我们对医学最后一次的贡

献。 ”女儿说。

F1中国大奖赛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上海国际赛

车场内 F1 赛车的引擎轰鸣声将于下周

五响起，F1 中国大奖赛就此迎来十五周

年。 昨天，上海市副市长、赛事组委会主

任陈群赴上海国际赛车场，检查 2018 年

F1 中国大奖赛筹备工作， 就健全现场指

挥体系、强化重点区域安全管理、严格进

场安检、加强大客流疏导、完善应急预案、
提升赛事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具体工作

要求。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审

批报备等工作相继完成，竞赛保障工作全

面展开，赛事安全、交通方案基本确定。
今年，赛事以“超越，不止于赛道”为

主题， 推出一系列线上线下主题推广活

动 ，票房一路走高 ，销售情况超 过 去 年

同期水平。 除了赛道上的风驰电掣，F1
中国大奖赛还将汽车文化从 场 内 带 到

了场外 ， 在全新升级亮相的 “车 迷 地

带”， 一级方程式运动爱好者将以多种

方式体验这项运动的乐趣与刺激。

■给英烈爸爸的一封信

苍山松柏耸云中 ， 清明时节忆忠魂 。
清明节前夕， 在上海祭扫公安英烈的活动

中， 记者看到不少英烈家属身着警服的身

影。 烈士陵园里， 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墓碑

前静静矗立、 敬礼、 讲述自己从警后的收

获和付出。 为什么踏上父辈为此牺牲的岗

位？ 记者陪伴着他们， 听他们讲述关于父

辈、 关于警察的故事。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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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公安英烈
本报讯 （记者何易） 清明节前夕，

为深切缅怀公安英烈 ， 大力弘扬公安

民警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牺牲

奉献精神 ， 上海市公安局日前在龙华

烈士陵园举行公安英烈祭扫仪式 ， 来

自全市各级公安机关的民警和学警代

表参加仪式。
参 加 活 动 的 公 安 民 警 纷 纷 表 示 ，

要继承公安英烈遗志、 牢记从警誓言，
努力践行 “对党忠诚 、 服务人民 、 执

法公正 、 纪律严明 ” 的总要求 ， 努力

做 好 各 项 公 安 工 作 ， 让 城 市 更 有 序 、
更安全 、 更干净 ， 让市民群众的幸福

感 、 获得感 、 安全感更加充实 、 更有

保障、 更可持续。
据统计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上海

公安战线共有 82 位民警被追认为革命

烈士 ，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 、 热血和生

命 ， 实践着忠于党 、 忠于祖国 、 忠于

人民 、 忠于法律的铮铮誓言 ， 为维护

城市平安和谐 、 群众安居乐业作出了

突出贡献 。 清明节前夕 ， 全市各级公

安机关纷纷以多种形式深切缅怀革命

先烈。
在清明节来临之际， 长宁公安分局 60 名青年民警和长宁中学部分少先队员一同前往龙华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 向革命

先烈敬献花篮。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人物档案】
严德海 ， 1962 年出生 ， 1988 年 12

月参加公安工作， 牺牲时任杨浦公安分局
治安支队巡特警大队大队长， 二级警督。

2005 年 6 月 22 日 22 时许， 杨浦区
延吉一村居民把自己反锁在家纵火，严德海
紧急冲入现场制服纵火者，避免了更大的损
失，但他自己被严重烧伤。7 月 1 日，由于多
处脏器衰竭，严德海去世，被授予烈士称号。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供图）修缮一新的相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