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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次海葬
545名逝者魂归大海
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第一次举行公祭仪式

21日，青岛举行2013年首次海葬，在八大峡码头举行首次公祭仪式，

并采取新的沉坛海葬方式——— 启用可降解的莲花坛。当天，2000多名家

属参加公祭，为545名逝者举行海葬，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海葬。

2000多名家属参加公祭仪式
“ 千 顷 波 涛 ，伟 哉 大

海……远送亲人，魂归大
海……”伴随着主持人诵读
海葬祭文，21日，海葬公祭仪
式在八大峡码头举行，现场
2 0 0 0多名逝者家属参加公
祭，为亲人默哀祈福。

这是青岛市首次举行海
葬公祭仪式，也是海葬规模最

大的一次。在海葬公祭现场，
青岛市殡仪馆增设了一支海
葬女子导仪队，引导参加海葬
的逝者家属领取逝者骨灰、鲜
花、手套，引导上船等。

“随着海葬逐渐被人们
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海
葬。今年海葬，我们采取市民
的建议，首次举行海葬公祭

仪式，为逝者念祭文、默哀，
更能显现出海葬的庄重。”青
岛市殡葬管理处副处长魏常
彬介绍，随着青岛海葬的常
态化，应市民对海葬的要求，
民政部门采取市民建议，逐
步完善海葬形式，力争让更
多人接受这种绿色环保的殡
葬方式。

首次使用可降解的莲花坛
21日，今年的首次海葬

除了使用传统的骨灰撒海方
式外，还启用了新型的沉坛
仪式，即将逝者骨灰装入可
降解的莲花坛沉入海底。

“这个装骨灰的莲花坛
采用的是可降解的新型环
保材料，形状像水莲，所以
取名莲花坛”魏常彬介绍，
海葬沉坛仪式以葬代撒，寓

意着逝者在水莲的陪伴下，
长眠大海，长久安息。为了
研制莲花坛，工作人员专门
去宜兴取陶土，研发了两个
多月才成功。

记者在现场看到，莲花
坛为白色，呈水莲型，坛盖
为白色半圆形，上面有特制
胶，沾水即可密封。坛底有
四个透气眼，便于坛子沉入

海底时进水降解。“整个降
解过程约需1 0分钟。”青岛
市殡仪馆工作人员介绍，莲
花坛沉入海底即可降解成
类似于海沙之类的物质，环
保无污染。

据了解，此次海葬共有
47名逝者家属选择为逝者采
用莲花坛，以沉坛方式进行
海葬。

外地家属组团为逝者海葬
此次海葬是青岛市自

1991年实行海葬以来第67次
海葬，约2 0 0 0人参加，骨灰
撒海545具，分4批次34船进
行，是历次中规模最大的一
次。自2010年10月1日起，青
岛市对本市居民实行免费
海葬，三年来，骨灰免费撒
海共3005具，财政补贴150多
万元。除了青岛本地市民
外，此次海葬还吸引了来自
济南、淄博等外地的 4 0 0多

位家属来青岛为126位逝者
举行海葬。

据悉，此次海葬是济南
民政局第一次组织逝者家属
来青参加海葬，“之前都是我
们提供青岛民政部门的电
话，居民自己打电话咨询，随
着接受海葬人数的增多，今
年起我们开始在当地组织逝
者家属前来青岛海葬。”济南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自
今年开始海葬报名以来，共

有140多名逝者家属咨询海
葬情况。当天，济南逝者家属
为20名逝者进行海葬。

“海葬是父母的遗愿，得
知当地组织来青岛海葬后，
我特地替父母报名了却心
愿。”来自黑龙江的刘先生
说，在黑龙江也有很多人有
着大海的情结，希望去世后
葬到海边，他的父母有这样
的心愿，以后他也准备进行
海葬。

存放殡仪馆22年后

家人骨灰撒进大海

21日，66岁的老人陈同山捧着父母的骨灰
来到海边，参加2013年青岛首次骨灰撒海活动。

“我的母亲1991年就去世了，父亲1997年去
世，因为兄弟姐妹的意见不合，这么多年来一直
把他们的骨灰放在殡仪馆，现在大家都看开了，
同意将父母进行海葬。”陈同山说，海葬是一种绿
色环保的方式，父母去世后的遗愿就是葬入大
海，22年了，父母终于可以魂归大海了。百年之后
陈同山也要子女将自己海葬回归自然。

免费停车新规
医院因地制宜
多家医院公示免费停车新政策

多家医院公示免费停车新规

21日13时，在海慈医院门口，李女
士开车准备离开医院。“我是来探望
住院的家人的，停车不是免费么？”李
女士咨询医院负责收停车费的工作
人员。“是免费的，不过需要凭住院的
押金条才能免费。”工作人员回答。随
后，李女士从包内找出一张绿色的单
据。“就是这个，有这个押金条停车就
能免费。”工作人员确认后放行。

20日，按照青岛市卫生局的要
求，岛城各医疗机构实行新的院内免
费停车政策。21日，记者来到青医附
院、海慈医院、妇儿医院、市立医院两

个院区等饱受停车难问题困扰的大
医院。在青医附院，前后两个门岗处
放置了重新制作的免费停车公示牌，
不少在医院刚停下车的司机在查看
公示牌的内容。

在海慈医院停车收费亭的玻璃
窗户上，贴有一张“免费停车范围”的
告示。“这个是20日贴上的，现在都按
照这个政策执行。”工作人员介绍。在
青岛市妇儿医院的收费亭上，同样有
一张“免费停车通知”告示，工作人
说，新的免费停车范围也是从20日开
始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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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医院改进新规部分内容

记者注意到，虽然各医院执行了
新的免费停车范围，但部分医院根据
自身情况，推出了一些新政策。

根据青岛市卫生局的规定，“因
送饭、探视、接送等情况需要驾乘车
辆出入医院的，可以凭住院押金单据
每天在早6时至早9时、中午11时至14

时时段内可免费停车1小时。”记者注
意到，青医附院的免费停车公示牌直
接将这条规定划去，改为“为方便患
者家属送饭、探视等，凡入医院的车
辆，一小时内一律免费。”

“所有车辆只要一个小时内从医
院出去都免费，给市民最大的优惠。”
青医附院保卫处处长江敦河称，医院

将“限时段免费停车一小时”改为“全
天候免费停车一小时”，是为了尽最
大可能推进“无障碍就医”。同时，医
院对本院员工的进院停车严加限制，
医院员工停车证分A1、A2、A3三等，
只有持A2证以上的正教授和A3证以
上的科室主任才能进院停车。

妇儿医院仍然沿用病人停车可用
月卡的政策。在该院门口的收费亭处，
记者看到一个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价
目表，其中就有关于月卡的收费标准：
小型车室外停放每月收费100元、室内
停放每月150月，中型车室外停放每月
120元、室内停放每月170元，大型车室外
停放每月160元、室内停放每月210元。

医院、家属：

探望病人一个小时足够用

本次新的医院免费停车新规中，
最大的亮点就是针对探视车辆的一
小时免费政策。医院管理方和病人家
属均表示：探望病人限制一个小时足
够用。

21日上午，记者在青医附院碰见
给岳父送饭的王先生，他花了十分钟
在医院找到停车位后，赶忙提着饭去
第二住院部看望岳父，将饭给了陪床
的家属并和岳父聊了一会儿天后，王
先生就下楼开车，走出门岗时打卡显
示他停车52分钟，不用缴费。“医院曾

经将探视车辆的免费停车时间定为
半个小时，停好车再去病房时间就到
了，现在可以免费停一个小时刚刚
好，而且是全天候免费一小时，多次
送饭、探视也可以。”王先生说。

不少医院的车管人员与记者交
流时表示，对探视车辆的免费限时不
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太短会让病人家
属手忙脚乱，太长会让医院的车辆周
转变慢，一个小时足够看病号用。由
于新规实施正值周末，新政策的影响
还待进一步观察。

家属将装有逝者骨灰的莲花坛放在特制铁架上，举行沉坛仪式。 张晓鹏 摄

18日，青岛市卫
生局下发《关于加强
医疗机构免费停车
管理工作的通知》。21

日，岛城多家医院已
对新的免费停车规
定进行公示，部分医
院还根据自身情况
对新规的部分内容
做了变通。对于“一小
时内免费停车”这一
新政策，医院和患者
家属均表示符合实
际情况。 在海慈医院门口，一辆汽车正开出医院。 董海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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