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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英烈

缅怀先烈
清明节潍坊市高新区北海学校的学生来到潍坊烈士陵园，前来祭拜革命烈

士。同学们瞻仰了记载着烈士姓名的“革命烈士英名录碑”、潍县战役纪念碑
以及英雄的墓碑，为烈士献上了白花，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哀思。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诸城枳沟镇
人，一八九八年出生。是共产党创始人
之一，也是山东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
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8年春天，20岁的王尽美第一次
来到济南，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

山东省立一师，他的世界由此打开了
另外一扇门。他结识学生领袖——— 邓
恩铭，一起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励新学
会，出版《励新》半月刊，宣传新思
想、新文化。

1921年春，济南早期党组织在王
尽美、邓恩铭等人的努力下成立。这
是山东党组织最初的组织形式，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成部分，为中
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召开。王尽美、邓恩铭作
为济南早期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这
次大会。从此以后，作为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之一，王尽美的名字载入史
册。

据史料记载，王尽美多才多艺，
不仅善于写文章作演讲，还能填写诗
词，对于乐器也很精通，吹拉弹唱几
乎全通。有一次会议后，他即兴弹了
一曲《苏武牧羊》，并借用这个曲

谱，填写了自己写的歌谣：“工人白劳
动，厂主吸血虫。工人无政权，世道太
不公。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此
后，这首歌谣广为流传，不少工人都能
哼出来。

1925年，王尽美在参与组织胶济
线大罢工时，因劳碌过度开始咳血。虽
然在演讲时经常咳嗽吐血，但他依然
坚持，他偷藏一块手绢，咳血时就擦
掉血渍继续演讲，尽管脸色苍白，却
依然声如洪钟。

病危期间，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
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
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
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第一个与世
长辞的王尽美，蕴藏了他血液中的红
色基因，王尽美的儿子、孙子、曾孙
三代人都先后加入了他当年参与创建
的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贡献力
量。

文明祭扫水果热销

南方水果最受欢迎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付志锦 )随着文明祭扫观
念逐步深入人心，清明节
期间，水果销量上升近两
成。记者了解到，除苹果、
柑橘等传统水果外，芒果、
山竹等水果受到市民欢
迎。

4日，记者在福寿东
街一家水果超市内看到，
各式各样的水果摆放在柜
台上，店主李女士告诉记
者，清明节期间，苹果、柑
橘、芒果等水果的交易量
不断攀升，销量至少提高
两成。

记者在水果超市内看
到，市民王女士正在水果
超市内选购水果，她挑选
了芒果、火龙果、山竹等
水果，记者了解到，芒果
价格为7 . 5元/斤，火龙果
价格为5元/斤，较苹果、
柑橘等水果的价格较高。

今年56岁的王女士告
诉记者，每年的清明节她
都要回老家祭扫，今年带
些南方水果回去，主要是
因为已故的父母在世时根
本没有机会吃到这些水
果，所以带着给已故的父
母“尝尝”。

鲜花祭祀成主流

纸钱生意挺惨淡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丛书莹)4日，记者从潍坊市
灵山仙庄了解到，今年主要
的祭扫方式是鲜花祭扫，采
用鲜花祭奠亲人的市民占
到80%。

灵山仙庄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他们每年都在文
明祭扫、绿色祭扫上做宣
传，今年终于见到不错的效
果，市民逐渐接受绿色祭
祀，选用鲜花祭祀的人占到
80% 。

市灵山仙庄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称，市民的环保意
识逐渐增强，站在办公楼望
去，在人丛中出现最多的就
是鲜花，来祭祀的人大部分
都带着鲜花，只有小部分人
只带纸钱，带纸钱的市民也

会按照规定在灵山的集中
焚烧区焚烧。

4日，记者在一些卖
祭祀用品的店里看到，原先
常用的纸钱并不畅销，中医
院附近的一家祭祀用品店
店主告诉记者，清明节进了
很多纸钱，但是生意不是很
好，来买的人也只买一点，
所以4日，还有很多存货，相
反买鲜花的人多了很多。

和祭祀用品店相反的
是，鲜花店的生意非常好，
在圣荣广场附近开花店的
于先生告诉记者，清明节的
鲜花生意一年比一年好，4

日是清明节的最后一天，他
店里的菊花已经卖完，没有
剩余，而在去年的这个时侯
还剩了一小部分。

烈士陵园团体祭拜居多

4日上午,在潍坊烈士陵园，潍柴职业学院的百余名学
生开展行“缅怀先烈 争做文明市民”纪念英烈主题教育
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据市烈士陵园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因为团体过来祭拜，工作人员会全程陪同,所
以今年团体祭扫的数量明显增加。今年的清明节共接待3

万人次，其中团体人数达2万人。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家有丧事交给殡仪馆办
寿光农村试水文明殡葬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 丛书
莹)4日，记者从潍坊市第二殡仪
馆了解到，寿光的部分农民思想
转变，丧事不在村里办，全交殡
仪馆办理。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经有两
个村庄和潍坊市第二殡仪馆签
订了协议，他们分别是洛城的六
股路村和稻田的西刘营村，协议
上写着丧事全由殡仪馆办理，如
果村里有老人去世，由村支部联
系殡仪馆，殡仪馆负责接运，办
理告别式等工作。

潍坊市第二殡仪馆的工作

人员说这是寿光农民思想的很
大转变，也是农村文明殡葬的开
始。以往办丧事，他们都是在村
里办，按照当地的习俗，需要5天
的时间，而这几天的时间，邻里
亲戚来帮忙，要请吃饭喝酒，发
送香烟，办丧事下来，光香烟就
会发放40-50条，有钱的还请吹喇
叭、唱戏、扮哭的队伍，有些铺张
浪费。

记者了解到，在殡仪馆办事
省去了人力物力，比在村里办事
要剩下3000-4000块钱，另外，殡
仪馆省去了一些封建迷信的程

序，从接运尸体，到摆灵堂供死
者亲属祭拜，再到活化只需一两
天的时间。

据了解，寿光稻田镇西刘营
村在潍坊市第二殡仪馆办丧事
的人达到了100%，这个村有460

户，17200人，60岁以上的老人有
240人，从签订协议到现在村里共
有八个人去世，都是在殡仪馆办
理的丧事。

西刘营村村支书刘专奎告
诉记者，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村
里都盖了楼，很多人办丧事都是
在车库里摆放遗体，对老人也不

尊重。村里的董翠莲老人因病去
世，儿子刘专义到村支部商量丧
事如何办，在村支部听说可在殡
仪馆办丧事，主动提出要在殡仪
馆办，于是打响了在殡仪馆办丧
事的第一枪，其他村民也纷纷效
仿，结束了几十年在村里办丧事
的习俗。

签订协议的洛城六股路村也
遇到类似的情况，村里有个有钱人
家，四世同堂，家里老人去世，家人
本想风光办丧事，但是只能在车库
里设灵堂，家人总觉得，自己在楼
上住，老人死了却只能躺在比他们

低的车库里，而且车库也不是住的
地方，总觉得不妥，听说有的村开
始在殡仪馆办丧事，于是也将丧事
交给了殡仪馆办理。

记者了解到，为了配合寿光
农民来殡仪馆办丧事，他们推
出了错时服务制，丧事办理安
排在12点半到下午一点半，工
作人员表示，因为寿光有大
棚，为保证蔬菜接收足够的阳
光，上午八点之前掀草帘子，
下午四五点要盖棚子，反而中
午的时间比较充裕，所以推出
错时服务。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 丛书莹)4

日，记者从潍坊市民政局获悉，
清 明 节 期 间 ， 潍 坊 迎 来 祭 扫 高
峰，仅3日一天，潍坊祭扫人数就
超过4万人。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3日，灵山仙庄及诸
城、高密、临朐、昌邑、安丘、
昌乐7处公墓，共上报祭扫人数超
过 4万人， 2日和 4日较 3日明显减
少，人数刚刚过万。

3日，市灵山仙庄祭扫人数达

到2 4 0 0 0人，车数达到4 8 0 0辆。灵
山 仙 庄 管 理 处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记
者，从4月3日早上6时开始，就陆
续 有 市 民 到 灵 山 仙 庄 管 理 处 祭
奠，至当天中午12时祭扫人数有两
万人，下午又有4000多人前来，总人
数超过了24000人，是近年来灵山仙
庄单日祭扫人数最多的一次。

市灵山仙庄管理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往年的清明节祭扫高
峰都是出现在清明节前，清明节
期间大多市民选择出游，所以节

日期间较冷清，而今年清明期间
来祭扫的人较往年多，和今年清
明 节 的 前 一 个 周 末 正 常 上 班 有
关。

另外，记者得知，3日当天，
开往灵山的直通车全部满员，灵
山停车场的车位也已停满，私家
车的车队从灵山仙庄入口排到了
公路上。为了应对祭祀高峰，灵
山仙庄管理处各部门及工作人员
一 律 到 墓 区 做 市 民 祭 扫 接 待 工
作，为市民提供便捷服务。

一天之内祭扫人数破四万
潍坊七大公墓3日当天出现祭扫高峰

●文明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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