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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

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近日，我省

多地发布清明祭扫相关通知及倡议

书。如嘉兴发布通告，暂停 2022 年清

明节现场祭扫，提倡公众采取网上祭

祀、居家追思等方式寄托哀思，将提供

网上祭祀服务；杭州、宁波、湖州、绍

兴、台州等市均倡导网络祭祀、居家追

思、代祭等绿色祭扫方式，并在当地民

政部门微信公众号提供网上祭扫服

务。

此时，把思念亲人的话，写成文字，

录下影像，洒泪“云”祭拜，既是现实需

要，也是我们每个人为防疫抗疫贡献自

己的微薄之力。

从 2020 年起，本报连续两年推出

“清明思亲 书香祭扫”主题征集活动，

共收到优秀作品 1000 余篇。近千万网

友通过浙江新闻客户端网络专题，感受

这浓浓思念。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这一活动的

倡导下，借助互联网手段的“云”祭扫等

绿色文明祭扫方式越来越深入人心，正

成为清明祭扫新风尚。

“去年，在书香祭扫的倡议下，我试

着写下对父亲的思念。”浙里养俱乐部

会员杨丽英说，父亲已去世 30 余年，写

文章时，许多与父亲有关的往事又清晰

起来。用这样的方式祭奠亲人，既能传

递思念，也是一种记忆的留存。

与杨丽英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少，

75 岁的陆新自多年前就用诗词、书画

等方式，诉说着对弟弟的思念。陆新

自的弟弟去世时年仅 23 岁，全家人陷

入巨大的悲痛。悲痛无法抹去，于是

她将情绪宣泄在笔尖。“我把部分诗词

分享在群里，许多群友安慰鼓励我，有

的群友也说出自己对亲人的思念，互

相抚慰。”

衢州人马先生近两年清明，也选择

用居家追思的方式祭拜母亲。“在阳台

上点一炷清香、摆一盏茶水，做几道母

亲生前爱吃的菜，表达对她的思念。”除

了简单仪式，马先生还会写上一首诗寄

托思念之情。

越来越多的人在朋友圈、家庭群里

分享自己的追忆作品，深情回忆故人生

前的点点滴滴。

一篇情真意切的追忆文章，不仅能

唤起对逝者的美好记忆，也让晚辈从字

里行间看到先人为家庭幸福、社会进步

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也是一堂生动的

家风教育课。一位网友在留言里如是

说。

浙江省殡葬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特殊时代背景下催生的网上祭扫、

代客祭扫正成为一种新趋势。据不完

全统计，2020 年和 2021 年，全省约有

64 家公墓陵园开通了网络祭扫、代为

祭扫等服务，约 19 万人次通过网上祭

扫等不聚集的方式缅怀逝者，寄托哀

思。

面对眼下依旧复杂严峻的疫情防

控形势，我们再次发出倡议，邀请大家

继续参与“清明思亲 书香祭扫”大型主

题征集活动。此次征稿，不限体裁，不

限形式。您可以通过文字、书画，表达

您对逝去之人的怀念，也可以通过照

片、语音等方式，说出那些未曾说出口

的深情抑或遗憾，还可以拍摄追忆故人

的短视频，重现往日点滴。

您的创作，我们将择优在浙江新闻

客户端“浙江老年报”频道本活动网络

专题集中展示，并在本报刊发。

投稿可通过两种方式：扫描下方

二维码，发送“清明”二字，加“浙里养

乐乐”为好友后，加入本报读者群投

稿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zjlnbxw@126.com，请在

邮 件 标 题 中 注 明“ 清

明”二字，并留下您的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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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酸菜上热搜
腌制食品还能吃吗

都说春雨“润物细无声”，但最近的它着

实不够温柔。本周天气都将以雨打底，即便

周三周四短暂放晴，气温回升，但到了周五，

降水又要回归，下一波冷空气也将在周六开

始“表演”。气温起伏较大，降温如换季，老年

朋友要及时添衣，注意保暖。 里尔 摄

桃红柳绿时
春雨淅沥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