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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八项规定的强力约束
下，邵阳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之风早
已收敛。

真正让大操大办歪风抬不起
头来的，还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下
的村（居）民自治。目前，在我市
3000 多个村（居）普遍成立了由当
地乡贤组成的“红白喜事协会”，
该协会与村（居）“两委”合署办
公，严格执行各种红白喜事操办
标准。

廖冬（化名）一家是北塔区陈
家桥乡李子塘村的返贫监测户，今
年 6 月，他父母相继离世，如果按
照当地过去的红白喜事操办标准，
廖冬一家至少要花费 10 万元以
上，好不容易脱贫的他，又会因此
背负沉重债务而重新返贫。然而，
在村红白喜事协会量体裁衣式主
持下，丧事办得简单而隆重，总花
费不到5万元。

此外，我市一些党员干部以身
作则，乐当移风易俗先锋，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陈规陋习退出历史舞
台。双清区一位96岁高龄的老奶奶
去世，老人有 5 个儿女，五代同堂。
结果，老人被 5 个儿女送到殡仪馆
悄然火化。

“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尽了
最大的孝心，问心无愧。母亲走后，
没有必要大张旗鼓，这样既让母亲
享受安宁，又不劳累子孙后代，还
不麻烦亲朋好友。”老人的一位儿
子介绍。

当前，一股厚养薄葬的风气，正
在邵阳兴起。

“现在除了白喜、结婚，以及高
寿寿诞，邵阳人还比较重视外，其他
喜事大家都看淡，甚至遗忘了，这有
利于大家从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
一心投入美丽幸福邵阳建设。”省人
大表谢晖说。

大操大办受人唾弃

鞭炮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乡
愁，邵阳人当然不会例外。鞭炮在
邵阳人心目中的位置曾经高得有
些让人匪夷所思：人们往往用燃放
鞭炮的热烈程度，来衡量亲朋好友
之间关系密切程度。

然而，随着邵阳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人群越来越密集，燃放烟花
爆竹可能会带来“月儿弯弯照九
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后果。

“在城市繁华地段，人口密
集。赵家燃放的喜庆鞭炮，可能给
张家带来丧事，为什么？有些高血
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会有可能
因鞭炮长时间的剧烈爆炸声导致
死亡。”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谭万
寿介绍。

谭万寿认为，烟花爆竹是我
们的国粹之一，至少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当然不可完全摈
弃烟花爆竹。但是，燃放烟花爆

竹一定要遵从各地党委政府的有
关规定，在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
时间，有序燃放烟花爆竹，以免乐
极生悲。

现在，邵阳人对待烟花爆竹比
较一致的态度是：遇到红白喜事，
一点不放不行，放多了也不好。

“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
从环保的角度，过分燃放烟花爆竹
的不良习俗已被邵阳人抛弃。我
个人的观点是，农村人口稀少的地
区，有必要时可以适当放一点；城
市最好不要放，或者只表示一下意
思而已。”谭万寿说。

“中元节祭祖原本在邵阳风
俗里根深蒂固，但通过 2012 年
以来长达 10 年的倡导禁炮，目
前这一习俗逐渐淡出邵阳人，尤
其 是 年 轻 邵 阳 人 的 视 野 和 记
忆。”邵阳学院民俗学者唐文林
教授表示。

鞭炮情结日渐淡化

今年春季，清明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一
篇初中生写的《我们以祖先的名义毁了多少绿
水青山》，引发邵阳网民热议。

小松（化名）是邵阳城区某校初二学生，祖
籍我市西部某林业大县。今年14岁的他，多次
在清明节跟随父母回老家祭祖。小松父亲出
生在一个大家族，每年清明时节，小松要跟着
族人给先辈扫墓。小松老家有个不良风俗，扫
墓除了大肆燃放烟花爆竹和焚烧纸钱外，最让
小松难以接受的是，老家人喜欢砍伐一株一株
长相良好的直立小树，相邻墓地的后人还经常
比试看谁家的“挂清树”选得最佳。

“每年光我们家族，就要砍伐30多株小树，
真可惜。”小松感叹。

小松在他作文里算了一笔账：老家祖坟所
在的几座大山上，共有不低于1000座坟墓，这
就等于每年需要砍伐1000多棵小树给这些坟
墓挂清。小松不由发出感叹：“世世代代以来，
又世世代代而去，我们到底要以祖先的名义，
破坏多少青山绿水？”

小松曾经就此问题询问过父亲，也询问过
其他长辈，但长辈们都只笑笑，却没有人听取
他改变老家祭祖风俗的建议。

令小松想不到的是，今年春季的新冠肺炎
疫情却帮了他的忙。受疫情影响，老家当地党
委政府劝导在外游子不要返乡祭祖，如果万一
需要，可以委托在老家的亲朋好友或村组干部
帮助扫墓，扫墓一律不得燃放烟花爆竹、焚烧
纸钱，也不能砍“挂清树”挂清，只可以除草培
土、使用鲜花祭祖。

“清明节那天晚上，我梦见，山上留下来的
小树在微风微雨里摇曳，仿佛在向我招手，说：
小松，让我们一起成长吧，看谁先成为栋梁之
才！”小松在自己的作文结尾写道。

“小松的这篇作文发人深省。许多我们明
知不对的陈规陋习不是不可以改变，只是我们
囿于从众心理，不愿去改变。像小松歌颂的这
种疫情状态下的清明扫墓方式，真的可以固化
为一种新的清明风俗。”湘中幼专青年教师高
荣博认为。

清明祭扫更趋文明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李志明 谢志峰

邵阳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古重情重义，沉淀了
浓厚的礼仪文化。随着岁月的变迁，邵阳风俗
不断迎接时代的洗礼，变得更加契合当代社会
发展水平。

为倡导文明祭扫，清明节期间各地开展“鲜

花换纸钱”活动。

市民选用鲜花祭扫。

“ 习 ”更 优
——创文给邵阳带来的新变化·民之变

▲双清公园美丽的亲水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