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郭思琦，
通讯员程正泉、王天巍报道：清明时节
雨纷纷。4月4日，广东降水持续，粤北
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广东省
气象部门预计，5日至6日，暴雨量级降
水将继续影响广东，预计7日起降水趋
于减弱。各地需继续做好应对强降水、
强对流以及防御地质灾害工作。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观测和统
计，4日白天受高空槽前西南暖湿气流
影响，韶关、清远、河源北部、肇庆北部
市县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市县雷雨
时伴随 7到 8级短时大风，其中韶关局
部出现了大暴雨。乳源、南雄、始兴、
英德、曲江等地，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
警信号。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5日至6日，广
东仍有暴雨量级降水。其中，5日，粤北
的南部市县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先后有
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
强降水、8级局地10级雷暴大风和局地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日，广东中南部
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日起，降
水趋于结束。

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广州市区清明
节当天（5 日）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6 日仍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 日
阵雨转阴天到多云。受降水和冷空气
影响，气温由5日至 6日的 21℃至 23℃
下降至7日的17℃至21℃。展望未来，
8 日广州市区仍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阵
雨，但气温逐步回升，9日至 11日将维

持多云天气。
广东省气象局提醒，广东已进入暴

雨和强对流多发季节，清明假期请各地
居民和相关职能部门密切注意天气变
化，注意防御强降水、雷电、大风和冰雹
等灾害性天气。户外活动、清明祭扫需
注意防御局地雷击、短时大风和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对
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建
筑工地等造成的安全隐患。粤北和山
区市县需防御强降水导致的山洪和泥
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雨天道路
湿滑，能见度低，请注意行车行船安
全。降水叠加冷空气致气温变化节奏
快，各地居民请注意适时添减衣物，预
防呼吸道感染等疾病。

今明两日，广东多地有暴雨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思琦、通讯员
穗消宣报道：4 月 4 日，广州消防救援
支队举办清明追思活动，缅怀 10 位在
工作岗位上牺牲的广州消防英烈。

活动现场，消防员向英烈敬献花
圈，全体人员默哀瞻仰遗像，表达对
英烈们的敬意和哀思。英烈的事迹
让在场人员更深刻地感受到无私奉
献精神。

广州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次清明追思活动不仅是为了悼
念英烈，更是为了将广大消防指战员
激励起来，让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发
掘自己的价值与意义，更好地服务于
人民群众。

广州消防举办追思会
缅怀英烈

扫 描 二 维
码 ，看 消 防 烈
士生平的事迹

“家属的感谢让我感受到了工作
的价值。”写得一手大气的挽联，用心
构思每一场告别仪式，9年来，“90后”
湘妹子刘小庆一直坚守在广州市花都
区殡仪馆业务员的岗位上。

“在送别中为逝者亲属带去慰藉，
这是一个殡葬人应该做的。”她说。

坚守初心

高中时，因为电影《入殓师》，刘小
庆觉得看似冰冷的殡葬行业也有着温
情的一面。抱着好奇，2011年刘小庆
进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修读殡仪
服务专业。

刚开始学习时，刘小庆也有些担忧，
但真正深入一线实习后，一切担忧都烟
消云散了。刘小庆回忆，一个雨夜，一
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女儿来到殡仪馆说

“女儿想见爸爸了”。原来，这位母亲上
午送丈夫来殡仪馆时，女儿没有来。当
时，殡仪馆的师傅们都已下班，看到这
对孤零零的母女，刘小庆不忍拒绝。

看到逝者的脸时，母亲忍不住大
哭起来，小女孩也不停地呼唤“爸

爸”，边哭边问“爸爸为什么不回答我
呢？”看到这一幕，刘小庆的眼泪已在
眼眶里打转。“离开时，小女孩一边走
一边回头看。我的心又被重重地一
击。”刘小庆说。

一周后，这对母女来殡仪馆办理
后事。在火化丈夫遗体前，母亲拜托
刘小庆将女儿带离火化车间。看小女
孩哭得厉害，刘小庆一边为她擦拭泪
水，一边安慰说：“你爸爸只是去旅行
了，等他周游完世界就会回来陪你
的。”小女孩则半信半疑地望着刘小庆
说：“那我要去跟爸爸说一句‘再见’。”

“那句‘再见’，绝望中透着希望，
一直让我的心难以平静。”刘小庆说，
这次经历让当时即将毕业的她坚定地
选择留在殡葬行业工作。

用心道别

2014年，毕业后的刘小庆正式进入
花都区殡仪馆工作。业务洽谈、司仪主
持、挽联书写、插花……在不同工作岗位
的历练中，她逐渐成为一名“多面手”。

“我很重视每一场告别仪式，因为

这不仅是生者与逝者最后的道别，更
是生者表达内心悲伤的最好方式。”刘
小庆表示，每一场告别仪式前，她都会
和家属沟通，了解逝者的生平，将逝者
的过往凝结在挽联和悼词中，让家属
得到慰藉。

刘小庆回忆，有一场特殊的告别
仪式，没有悼词也没有答谢词，逝者的
妻子写了一封信，回顾了两人以信相
识、相爱多年的点点滴滴。然而，在仪
式开始前，妻子已伤心到无法诉说。
刘小庆接过信，读到最后还是没能忍
住，也伤感起来。“那是我读过的最美
的信。”刘小庆说。

从业近10年，刘小庆在告别仪式
中见证了人们表达哀思的方式日益多
样化。“不少家属没有选择传统哀乐，而
是会选择逝者生前喜欢的歌曲。”刘小
庆说，花都区殡仪馆的告别厅有一架钢
琴，时常传出离别的音符，但每一段音
乐都让冰冷的告别多了一丝温度。

“作为一名殡葬工作者，要以慈悲为
怀之心，让每一位逝者安详走完最后一
程。”刘小庆表示，这是入学第一课上老
师给予他们的叮嘱，她坚守到了现在。

殡葬服务，用温情慰藉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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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守英烈，春雨寄哀思。目前，我国公布六批国家级烈士
纪念设施名单，共计277处。其中，广东有7处，广州起义烈士陵
园名列其中。清明节到来，羊城晚报记者4月4日走访广州起义
烈士陵园看到，不少团体人士、市民学生到现场开展祭扫活动，在
烈士墓碑前默哀、献花，敬仰曾经为国家献出生命的英烈。

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马思泳 罗仕 通讯员 郭亮星 邱晓婉 穗文明宣

清明思亲，慎终追远。正确看待
生死，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当
死亡不可避免，当生命即将谢幕，医护
人员如何让患者更从容地抵达人生终
点，更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段旅程？
记者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
提供的安宁疗护服务中找到了答案。

呵护生命余晖

对于处在生命末期的患者而言，
不可治愈的疾病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
生理上的疼痛，还有心灵上、精神上
的痛苦。而安宁疗护，正是一种帮助
患者面对临终期的医疗服务。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磐松楼，
是安宁疗护的主要场所。在这里，每
一位临终患者都能得到医护人员、社
工、志愿者等的用心陪伴，让他们从
容地、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旅途。

90 岁的叶先生是一名生命接近
尾声的肿瘤患者。在疫情期间，他一
直在市一医院进行安宁疗护。广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肾病科护士长
刘丽兰介绍：“他是对待一切都积极
乐观的老人，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远在
海外的女儿。”

当时受疫情影响，叶先生的女儿
无法回国陪伴在他身边，让他遗憾不
已。医护人员们见状，决定为叶先生
实施一场“回忆疗法”——通过鼓励临
终患者回忆人生往事，讲述过往经
历，帮助其整理人生，重新体验人生。

在医护人员和社工的陪伴和鼓励
下，叶先生给在场所有医护人员讲述
了自己的人生往事，也诉说了自己的
临终愿望。为期 8周的治疗时间里，
他的分享打动了医护和护工，但身体
每况愈下无法逆转。

考虑到叶先生无法与女儿见面，
贴心的医护人员将其回忆整理成册，
将他的心里话用文字记录下来，做成
了一本“人生回忆录”，并为这本灿烂

且满含父爱的回忆录起了一个情意深
长的名字——《树一样的父亲》。最
后，叶先生的女儿虽未能与父亲见到
最后一面，但通过这本回忆录，她体
验到了父亲的一生。

传递爱和温暖

同样因肿瘤疾病而走到生命末期
的王先生，跟叶先生的积极乐观心态
完全相反，他总是待在房间里，不愿
意说话，封闭自我。

注意到王先生的情况后，刘丽兰
决定给他“开小灶”，不厌其烦地鼓励
他多走出病房散步，并亲自带着他参
与回忆治疗。

起初，王先生在回忆治疗中十分
淡漠，常常在活动中打瞌睡。随着活
动的深入开展，在刘丽兰护士长的鼓
励、关心和陪同下，他逐渐找到了感
兴趣的话题，从回忆活动的“局外
人”，变成了积极分享的“主角”。

直到王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丽
兰也一直陪在他身旁，并握着他的手，
用手心的温度传递着无声的支持。“对
待临终患者，你不需要讲太多，只需要
传递你的支持就可以了。”刘丽兰说。

据了解，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开
展的安宁疗护服务，除了回忆疗法，
还有音乐治疗、舞蹈治疗、芳香疗法
等。医院内很多医护人员还自发组成
志愿服务队，为接受安宁疗护的病患
提供义剪、文艺表演等服务，并定期邀
请第三方志愿者，到医院开展“爱陪
伴”活动。他们像朋友一样与患者谈
天说地，帮助他们排遣心中的郁结。
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会将谈话记录
下来，为医护人员了解患者的内心想
法提供帮助。

发展有待努力

纵然别泪咽不尽，且让生死两相

安。当插管、上呼吸机任何治疗都无
法逆转生命退场时，安宁疗护对患者
及其家属而言，是最积极有效的办
法。“积极，在于对生命质量的重视，
而非对寿命的机械延长；有效，在于
对临终患者身心痛苦的缓解，以及对
患者家属心灵哀伤的抚慰。”广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楼慧
玲说，这是一项关乎“全人、全家、全
心”的综合性医疗服务。

楼慧玲介绍，在安宁疗护中，“安
宁”为核心，“疗护”是手段。通过给
予患者支持、照顾，缓解其身体和心
理上的痛苦，让他们有尊严且舒适地
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然而，广东安宁疗护服务的发展
现状并不理想。目前，广东开展安宁
疗护服务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发达地
区，如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同时，
广东安宁疗护服务机构在数量上严重
不足，机构覆盖率较低，相比上海平
均一个试点机构覆盖 1.78 万人，广东
省内深圳、汕头、东莞、中山、珠海、韶
关6个安宁疗护服务试点城市的试点
机构平均覆盖人数达47.13万人。

刘丽兰表示，虽然我们希望让每
一个患者在临终前都能得到安宁疗
护，但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
要多方努力共同推动。

安宁疗护，让生命从容谢幕

见多了生离死别，殡葬业从业者是否会暮气沉沉？在今年举办的首届广州
市殡葬职业技能竞赛中，有两位“90后”选手获得一等奖和“羊城工匠”称号。虽
然两人的岗位、职责不同，但她们不约而同地用朝气和温情坚守了下来，让逝者
安息，给生者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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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早上，烈士陵园地铁站的人群
中，一个身着校服的男生高举着一束白
色的菊花，格外显眼。

“我们是广东工业大学的大一学
生，今天趁着上午没课，又正值清明节
前夕，就自发组织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祭奠英烈。”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2022
级法学6班班长蔡岱呈说，这次活动共
有 22 名同学参加，也是他们读大学以
来首次举行的外出集体活动，“我的同
学们来自五湖四海，作为一个广州人，
我很想带他们感受一下广州‘英雄之
城’的底色”。

“由于祭扫的市民比较多，参观结
束后，同学们还开展了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蔡岱呈表示，他们在现场协助工
作人员维持秩序，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
帮助。

广州起义纪念碑下，整齐地摆放着
市民们敬献的鲜花。台阶下的轮候处，
排起了长长的祭扫队伍。暨南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的师生们手捧鲜花，肃
穆等待。“学院组织党员和忠信笃敬班
的同学们前来缅怀先烈，也是一次接
受红色教育的好机会。”暨南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赵爽说，作为该学
院忠信笃敬班首批学员，自己要学习英
烈精神，并从中汲取奋斗力量。

当天下午，2023年广州市中小学生
清明祭英烈活动也在广州市烈士陵园
举行，超过300名学生代表及各单位代
表参加。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雄壮的国
歌声中，清明祭英烈现场活动正式开
始。全体人员默哀后，各单位代表向广
州起义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整理缎
带、行三鞠躬礼，其后全体人员绕场一
周瞻仰烈士纪念碑。仪式结束后，与会
中小学生合影留念，各学校分批在陵园
组织开展红色研学。

天河区同仁天兴学校的28名学生
在老师带领下来到烈士陵园进行祭
扫。该校的胡老师说：“每年清明时节，
会专门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祭扫，目的
是让学生们致敬先烈，认识先烈革命事
迹，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今天我们齐聚在广州起义纪念
碑前，向烈士哀悼，请默哀……”在高
45 米的广州起义纪念碑前，前来敬仰
的团体人士肃立，面向广州起义纪念
碑低头默哀，并献上素雅的鲜花。来
自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的10多名
代表，准备了花圈致敬先烈。其党委
秘书仲女士说：“除了疫情期间，每年
都会组织单位的党员到烈士陵园祭
扫，除了向英烈表达哀思，也会参观烈
士陵园的红色景点，重走英烈足迹。”

学生等群体自发缅怀英烈 A

羊城晚报记者 高焓 通讯员 李国全

“殡葬工作是向死而生的。”“95
后”云南姑娘杨江萍已经在新塘华侨
公墓担任墓地业务员 5 年。这个活
泼、开朗的女孩用温情的服务，兜住逝
者家属的悲伤。

“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让逝者安息，
更多是带给生者慰藉。”她说。

电话里的惦念

高考前，杨江萍的一位亲人因病
离世。没能见到至亲最后一面，一直
是她心中的遗憾。“我很想亲自帮她设
计墓碑。”抱着这一念头，杨江萍在大
学选择了陵园设计专业。

殡葬文化、陵园服务、葬祭礼仪、
绘图软件、陵园植物……通过一次次
的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杨江萍对殡
葬行业有了更多认识：不仅是纪念逝
者，更要给生者力量。在毕业设计中，
杨江萍用了半年多时间，融入自己的
思念和思考，终于圆了为至亲设计墓
碑的心愿。

2018年毕业后，杨江萍来到广州
市殡葬服务中心，进入新塘华侨公墓担
任墓地业务员，负责墓地业务洽谈办
理、墓地管理等业务。虽然这些“窗口”
工作不会直接运用到陵园设计的专业

技巧，但在和逝者家属打交道时，她对
大学时领悟到的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接听咨询电话是杨江萍的工作之
一。她记得，曾有一位阿婆经常打电
话到墓园，每次通话的内容都大同小
异。“中午上不上班？”“几点下班和上
班？”在一番仿佛家人间关心的话题结
束后，两人就聊起了家常。

起初，杨江萍没有太放在心上。
但时间久了，她留意到，似乎阿婆打来
的电话大多都由她来接听。

有一次，在和阿婆聊完家常后，电
话线那头传来阿婆的声音：“靓女，谢
谢你，你每次都耐心听我说这些事，真
是麻烦你了。”

那一瞬间，杨江萍的内心似乎被击
中了。“原来阿婆也认得出我的声音。”
杨江萍说，那一刻她真切地感受到，殡
葬行业除了让逝者安息，更重要的是给
生者慰藉，“有的老人生活很孤单，可能只
有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根电话线连通的不
仅是几分钟的来电，更是生者的惦念”。

殡葬观念变迁

5 年来，杨江萍不仅在殡葬行业
感受到了给予他人慰藉的价值感，也
见证了殡葬观念的悄然变化。

平时，杨江萍会参与推广普及草
坪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的工作。她
回忆，曾有一位老人家想把 4位家人
的骨灰从骨灰楼安放到墓地。在介绍
墓地之余，杨江萍也向这位老人推荐
了草坪葬——在草坪葬区旁，会有一
块碑刻上所有逝者的姓名，一家人的
骨灰可以葬在一起，一同回归大自
然。一段时间后，老人家来找杨江萍
办理了草坪葬业务。

自2010年启动草坪葬以来，新塘
华侨公墓每年都会举办落葬仪式。杨
江萍说，有一年的落葬仪式上，一位女
士和她说的话让她印象深刻。“那位女
士说‘我先生很喜欢大自然，他觉得和
大地融为一体才是他的归宿，希望尽
自己最后一份力为生态恢复作出一丝
贡献’。”杨江萍表示，节地生态葬已
经逐步被人们接受。

如今杨江萍有了越来越多的“95
后”“00后”同事。虽然大家入行的理
由各不相同，但在杨江萍看来，大家都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服务，改变人
们对殡葬行业的固有认知。

“生离死别始终是人们内心难以
跨越的心理屏障，希望能够通过我们
的服务，让这道屏障能变得柔软，让人
们的内心更加强大。”杨江萍说。

“95后”墓地业务员杨江萍：

节地生态葬已逐步被接受

“90后”殡仪馆业务员刘小庆：

用心构思每一场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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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不少市民自发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悼念英雄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相关报道

4 日，广州市中小学生清明祭英烈
现场活动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

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鸿 摄

志愿者在医院开展“爱陪伴”活动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魏星

4 日，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广
州起义烈士陵园、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
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管理中心、广州市黄
花岗公园等地，举行 2023 年“崇尚·传
承”清明祭扫活动。

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州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广州起义英烈后人等
约 120 人参加清明祭英烈活动，他们
向广州起义纪念碑敬献花篮、行三鞠
躬礼，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与
崇高敬意。

“革命先烈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国家独立和民族解
放。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
献。”阮啸仙、高恬波革命烈士之孙阮
钦彤表示，时代在变，共产党人的初心
不变，作为烈士后人和一名老党员，他
一定会沿着革命先烈指引的方向，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身作则做好表
率，教育后代传承红色好家风。

青年团员代表唐芷汀说：“作为退
役军人事务系统的一员，我要争做红色
文化的传播者、传承者，做好英烈褒扬
工作，以英烈精神激荡爱国奋斗力量。”

据了解，清明期间，除现场祭扫外，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十九路军淞沪抗日
阵亡将士陵园管理中心、黄花岗公园还
提供代祭扫、网上祭拜、志愿讲解等服
务措施。

市民群众也可
网上祭拜英烈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