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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原创微博征集继续进行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林媛

媛) 自3月20日本报联合山东福
寿园举办的“福寿杯”清明原创微
博征集大赛开展以来，已收到市
民发来的相关微博数百条。目前，
活动还在进行中，如果您有新颖
的创意和感人的寄语，请编发微
博参与活动吧。

“扫墓归来心黯然，父母慈颜

仍眼前。往年全家多和睦，欢声笑
语日子甜。二老离世儿悲苦，懊悔
未能尽孝廉。但愿来世能团聚，定
当侍奉把恩还。”网友“guohjjq”的
一条微博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
鸣。十天的时间里，已有数百名网
友发微博参与活动，这些微博大
多表达了对已逝亲友的怀念，也
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

本届微博原创大赛由本报联
合山东福寿园共同举办，以“情暖
清明 感恩亲情”为主题，主要面
向市民征集以内心情感抒发为内
容、具有一定文化内涵、表达清明
思念的文字。作品应把握时代特
点、积极向上、健康活泼、可读性
强、易于传播，必须原创。作品体
裁不限，对联、诗词、寄语、书信、

心情故事等均可。
参赛者注册新浪微博后，关

注山东福寿园官网微博 (网页版
http：//weibo.com/sdfsy，手机版http：/
/weibo.cn/sdfsy)，随后在微博上发布
作品。微博的编辑规格为：#清明思
念#+发布主题内容+@山东福寿园
官网微博。微博字数控制在140字
以内，可以附上照片。

此次微博征集活动将持续到
4月4日，征集活动结束后，将在参
赛作品中评出一二三等奖。届时，
获奖人员名单将在微博上公布并
通过私信通知。除了参与常规评
奖之外，市民还可以通过转发福
寿园的每日新闻微博参与抽取每
天的纪念奖，获奖者也将在微博
中予以通知。

走近“90后”女子入殓师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贾景媛

她们身着白大褂，手戴白手套，佩着浅蓝色口罩和

帽子，被称为“生命的摆渡人”。在人生的尽头，她们是

最后的守护者。在鲜为人知的世界里，她们妙手化妆，

让逝者回归安详淡然。她们的职业是——— 女子入殓师。

同是1991年出生的辛沙沙和张婧今年刚刚加入了

这支特殊的队伍，成为济南最年轻的女子入殓师。

报志愿家人反对

工作是专业对口

从2011年清明开始，济南
市殡仪馆对外开放，让市民参
观“人生最后一程”。

“一听到殡仪馆的名字，
不少人都觉得晦气。”时任济
南市殡仪馆馆长的任军民说，
现在随着殡仪馆环境的改善，
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前来
送别亲友、参观学习。

“‘前场’是指从大门到遗
体告别厅，‘后场’是指遗体冷
藏室、化妆间和火化部。”一名
讲解员介绍说，殡仪馆里之所
以使用大量的白色，就是为了
让每个地方都显得明亮。

火化炉的金属外壳光可
鉴人，人生在这里画上句号，
确实让人感受不到朝气。在殡
仪馆工作20多年的董红是女
子入殓师中最年长的，今年已
45岁，大家都喊她“老董”。“小
组里年龄最小的也有32岁了，
年轻的小姑娘根本不愿进入
这个行业。”

然而，就在今年，年仅22
岁的辛沙沙和张婧加入女子
入殓师组，打破了董红的说
法，也刷新了济南市女子入殓
师的最小年龄纪录。

平时经常在“前场”看到
淡色的小花簇拥着一张张安
详的脸，想到这些都是入殓师
们小心“维护”的成果，辛沙沙
和张婧从心里尊敬这份工作，
这也是她们当初报考北京某
社会管理学院学习现代殡仪
技术与管理的动力来源。

辛沙沙和张婧一个家在
济宁，一个家在济南。2010年
填报高考志愿时，俩人都遭到
了家里的反对。在家长看来，
入殓师是一个晦气的行业。但
天性大胆的辛沙沙不以为然，
尽管她在农村长大，却有着开
明的思想，“观生死未必不是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张婧则要感谢小姨的支
持。“那年夏天，小姨的一位亲
戚去世了，小姨去青岛悼念
时，看到入殓师的举动那么静
谧、美丽，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张婧说，父母在小姨的劝
说下，也慢慢改变了想法。

第一次去学校报到时，
小姑娘们的心里都有点打
鼓，老师明了于心，首先组
织大家集体观看了电影《入
殓师》。“让已经冰冷的人重
新焕发生机，给他永恒的美
丽”这句台词深深地打动了
她们。“选对了！”俩人不约
而同地在心里默念。

实习之初很怵头

不觉间看淡生死

上学期间，辛沙沙和张婧
跟着老师学习，主要是看，从
遗体接运、整容，到火化、铺
花，所有的程序她俩都一一看
在眼中。

“学习专业课期间，我们
就是捏一些模具，捏个耳朵、
鼻子什么的，化妆也是用模
具，学缝合就拿着猪皮练。”辛
沙沙说，第一次真正触摸逝者
时她才20岁，刚刚实习。

当时，那位逝者是因为工
伤去世的，头部被机器分割成
好几部分，已经面目全非。“一
看就害怕了，但我既然进来
了，就硬着头皮留下。”辛沙沙
虽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仍在
心里给自己打气：在旁边睁大
眼看着，不用害怕。

偏偏实习老师故意要锻
炼她，让她帮忙把逝者的头部
抬起来，这样才能缝合。处理
缝合的伤疤，不能看出针脚，
采用组织皮下缝合。眼皮部分
最薄，最难缝合，要用棉签搭
上去，盖上去，然后再上油彩。

辛沙沙咬着牙完成了任
务，一回到住处，她就赶紧冲
到了浴室。“冲了好几遍身体，
仍觉得有尸体的味道。”辛沙
沙没想到逝者的身体会如此
冰冷，伤口留下的血腥味熏得
她只想呕吐。

相形之下，张婧的第一次
实习感受要平静些。“那位老
人走得很安详。”张婧禁不住
猜想她是不是在睡梦中离去
的。她学着老师的样子，给遗
体穿衣，然后化妆：面部清洗、
消毒、涂口红、画眉毛……

第二次、第三次……随着
实习经历的增多，张婧和辛沙
沙的心理承受能力日渐增强。
如今，面对任何情况的逝者，
她们都会仔细地把逝者整理
好，心中默念着“一路走好”。

到现在为止，为多少位逝
者整理过仪容？“记不清了，得
有100多位了吧！”张婧低声言
语着，怕惊扰到了逝者。

今年3月27日，辛沙沙和
张婧一如往常地早早来到工
作间，为逝者面部调配底色。

“对每一位逝者，化妆师都心
存敬意。”张婧小心翼翼地为
逝者化妆，动作娴熟，表情认
真。

之后，张婧和辛沙沙将梳
妆完毕的逝者运到告别厅，安
静、淡然。

“做这一行后，不觉间已
看淡了生死。”相比首次出师

时的惶恐，两名女孩现在已经
从容多了。

辛沙沙记得一名不满两
岁的小男孩，清晨的露珠还挂
在睫毛上，她小心地在他发黄
的小脸上化好了妆；还记得一
名27岁的男孩，因为失恋从楼
上跳了下来；一名30岁的母
亲，因为肝病撒手人寰；还有
一名刚过25岁的姑娘，家人要
求一定要女入殓师化妆，因为
姑娘还没来得及谈一场纯真
的恋爱……

“死可能是一道门，逝去
并不是终结，而是超越。我作
为看门人，在这里送走了很多
人。说着路上小心，总会再见
的。”两位可人的女孩，把这句
话刻在了心里，提醒着自己这
份工作的意义。

爱体育多才多艺

年轻没婚嫁压力

作为女子入殓师，她们不
只是化妆或者只为女性逝者
服务，遗体搬运、为逝者清洗、
送别逝者，这些事儿她们也要
做。此外，她们每天都要巡视
一遍冰箱，检查遗体和设备运
行是否正常。

对于从事殡葬行业的人，
亲友结婚宴请时多少有些忌
讳。其实，不光是宴请，外人施
加给她们的职业自卑感体现
在很多方面。

“多数入殓师的孩子还
小，承受不了父母是入殓师的
压力和来自外界的议论。”董
红说，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
状态，是大多数入殓师曾经经
历或者正在经历的。董红坦
承，殡仪馆还是有不少人想进
来的，但入殓师的工作却人人
避而远之。

之前，董红一直在安放
科、服务科工作，这两年才转
到业务科，做入殓师。“以前孩
子上学时，别人问你爸妈做什
么工作，孩子都会回答说，在
民政局工作，如今就更是了。”

董红认可这份工作的独
特意义，但不是谁都有和她一
样的体会，经常有人劝她，“入
殓师的薪水并没有外界传说
的那么高，同样的薪水为什么
不选其他工作？”

辛沙沙也低着头说，一直
到现在，老家人问自己的父母

“你女儿学什么专业？”父母的
回答总是支支吾吾。

好在人们的观念现在比
以前开明多了。“随着人们对
入殓师这个职业的关注增多，
入殓师得到的尊重也越来越
多了。”辛沙沙和张婧的师傅
赵希娱不仅对她俩的工作能
力表示认可，而且对她俩的生
活态度也很赞同，“大学期间
给了她们一个过渡期，精神比
较放松。”

张婧个子娇小、皮肤白
皙，平时爱好看体育节目像F1
赛车、NBA、CBA、斯诺克台
球，她是每期必看的。“我报专
业时，就告诉朋友了，都是‘90
后’，他们也没觉得有什么，感
觉生活没受影响。”

眼睛大大的辛沙沙则多
才多艺，不仅唱歌特别好听，
还擅长口技表演。在单位的春
节联欢会上，她表演了开场
舞、歌唱、口技表演等多个节
目。

现在，让辛沙沙和张婧父
母挂心的就是她们找男朋友
的问题。“目前年龄还小，没有
这方面的压力。”两个小姑娘
天真地看着窗外的春天，山茶
花开在眼前，下一个春天会更
好……

对每一位逝者，辛沙沙和张婧都心存敬意，化起妆来一丝不苟。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两位“90后”为一名逝者梳妆完毕后，将其送到告
别厅。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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