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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4
月 2 日，“陈腾光先生作品捐赠仪式”在成都博物
馆举行。四川籍油画家陈腾光家属无偿向成都博
物馆捐赠绘画及美术档案 360 件（套），全面展现
了陈腾光先生从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初“深植
现实、孜孜以求”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艺术耕耘
生涯。

陈腾光先生 1940 年 9 月出生于成都，1963 年
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其作品色彩浑厚
凝重，喜以历史事件和少数民族风情为题材，将精
神内涵与绘画紧密结合，描绘了故乡四川的原生
态风光，歌颂美好朴实的劳动生活，体现出对普通
民众现实生活状态的深情关照。陈腾光先后创作
了《高原》《潮声》和《薄雾》等优秀作品，多幅作品
由国内外著名美术馆、博物馆收藏。

据了解，此次是陈腾光家人第二次向成都博
物馆捐赠作品，包括绘画作品及美术档案在内，共
计360件（套）。

又是一年清明时，扫墓祭祖、缅怀先人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做纸鸢放风筝、鲜
花祭扫、植树祭扫、网络祭扫⋯⋯成都各地
文明办纷纷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倡导以文明
时尚的方式寄托哀思、缅怀故人。

“提倡用鲜花祭扫或者网络祭扫等方
式。”在成华区一里塘社区，志愿者向大家普
及了文明祭扫的必要性，并分享了新型祭扫
活动。微网格员在社区广场、院落等公共场
所摆摊设点，向居民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疑

问，引导居民树立文明祭祀观念，“宣传展
架、悬挂条幅等传统媒介，网格微信群、朋友
圈等网络平台，都是我们宣传文明祭扫的理
念和方式。”社区微网格员告诉记者，近两
年，更多的居民加入到文明祭扫行动中来。

在温江区羊安街道开展的“文明祭祀
平安清明”主题宣传活动中，各村（社区）志
愿者走家串户宣传安全祭扫，劝导村民文明
祭扫，筑牢护林防火“安全网”。在文明宣传
中，大力倡导植树、献鲜花、默哀等方式替代

烧纸祭扫，破除不良祭扫习俗，让文明祭扫、
森林防火理念既“入耳”又“入心”。在温江
区光华之心广场，街道联合社区开展肃立默
哀、共寄哀思的集体追忆活动，追忆革命英
烈、缅怀先人；参与居民通过自身经历现场
讲述绿色文明祭扫的重要性，志愿者则向大
家发放文明祭扫倡议书；市民纷纷拿起笔，
在《给逝者亲人的一封信》上写上对先烈、已
逝亲人的思念，并将其系在有鲜花的花墙
上，以书信和鲜花寄托哀思之情，表达怀念

之意。
记者了解到，青羊区、龙泉驿区等多地

纷纷向市民发出绿色文明祭祀倡议，提倡通
过献一束花、敬一杯酒、清扫一次墓地等健
康时尚的方式来追思先人，树立殡葬文明新
风尚，以文明节俭的方式追忆逝者、寄托哀
思，尽量错峰扫墓，不违规用火，严防森林草
原火灾发生，营造平安、环保、清洁、文明的
祭扫氛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渡人：
送别逝者更要慰藉生者

作为在一般人心中有些神秘遥远的职
业，遗体火化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工作？

清晨 5 点 40 分，天光熹微，成都市殡仪
馆火化车间的炉火却已点燃，熊熊火光之
中，忽明忽暗的人影，宣告着逝者与这个世
界的正式告别进入倒计时。

在火化炉内，人，完成了身体形态的最
后变化。

这样的工作会持续至下午 3 点。车间屋
顶有一处空隙，常常会洒下几缕光束，穿过
黑暗中的尘埃，照在竖直排列的火化仪器
上。借着这份光亮，龚睿成千上万次地填写
和核验着逝者信息，也见证着离别。

骨灰是生命的最终形态。为了保证骨
灰洁白，龚睿需要打开 200℃左右的炉口，冒
着高温查看情况，确保遗体充分燃烧。

焚烧结束后，会有十分钟的等待冷却时
间。不同于火化炉旁的高温，此刻更需要让

家属感受到的是将心比心的温度。龚睿会
按照从脚部到头部的顺序依次将骨头和骨
灰放入骨灰盒中，轻扫慢起、平稳摆放、双手
呈递，每一个动作他都做到轻柔且庄重。

“人在悲伤的时候，无声胜有声。”这是
他对于逝者的送别，也是对于生者的慰藉。

龚睿送走过的逝者中，有一名年轻的小
姑娘，在火化前，家属可以进行最后的送别。

那天的告别厅格外空旷，女孩唯一在世
的亲人——她的爸爸，没有眼泪更没有哭
嚎，他只是缓缓走向前，为他亲爱的女儿捋
了捋鬓角的碎发，理了理身上的衣服，然后
边念叨边从自己的上衣包中掏出这些年的
珍藏：“女儿你看，这是你读幼儿园时最喜欢
的玩具，这是你上小学时写给爸爸的第一封
信⋯⋯”

那天的告别仪式时间延长了一倍，但依
旧格外短暂，炉门关上的那一刻，告别厅里
终是被嚎啕声打破了沉寂。

“人不是机器，面对生离死别肯定难免
会共情。”在龚睿的世界里，与家属的共情不
是悲伤，而是在“生与死”这个终极问题上思

考生命的价值。
在这一段段“红尘炼心”的摆渡中，龚睿

有了一些体悟：“在做这份职业之前，我可能
惧怕死亡。但现在，我希望珍惜当下的每一
个瞬间，让自己的人生活得足够精彩，在离
开世界的最后一秒，我问心无愧地爱过这个
世界，而这个世界也爱过我。”

渡己：
不负此生成为人生信条

在人生的交界处，生者悲悼，逝者无言，
唯有夜晚是独属于龚睿的时间。

深夜的磨盘山，只有风声吹过整齐排列
的墓碑，值班的晚上，龚睿喜欢披着夜色在
墓园里走走，这样的独处让他感到平静。

“那仅仅是一块块墓碑吗？不，那是一
个活生生的故事，是每个人精彩的一生。”对
于龚睿而言，每一块墓碑都仿若一块人生的
镜子，透过他人的一生，他也不禁会常常思
考：当自己置身此处之时，是否能问心无憾？

不负此生，是龚睿为自己立下的人生信
条。2017年龚睿开始规划考研，一年365天，
除了上班，他牺牲掉平时所有的休息时间，
放弃所有的聚会和娱乐，图书馆成了他最常
去的地方。

一直到 2019 年，龚睿终于拿到了硕士研
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查成绩的那天晚上我
还在单位值班，眼泪夺眶而出，一下子百感
交集，沉默良久。”龚睿说。“我喜欢这艰难又
拼尽全力的每一天，每一年我自己要给自己
一个交代，要活得精彩。”

在提升自我的同时，龚睿也时刻关注行
业的变化。

早在 2015 年就获得过中国技能大赛一
等奖的他，现在依旧定期活跃在各项技能大
赛的舞台上。“通过参加比赛，能够更亲身地
感受到行业的最新变化，对比我们与全国其
他省市的差别，从而提升自己的工作效能。”

“我认为，生命文化的融入将是未来殡
葬行业发展的大方向。”谈及殡葬行业的未
来发展，龚睿也有着自己的思考。“殡仪馆现
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只是治丧场所，但是其
实在这里可以体验到的是一个生命的流程，
这里应该不仅仅只有悲痛，也能创造出更多
对于生命的感悟，能够让年轻人更好地理解
死亡，明白生命的意义。”

相较白日，黑夜终是显得短暂。星辰退
散，龚睿整理面色，迎着阳光，点燃熊熊火光。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魏捷仪
李菲菲 陈煦阳 文/图

□本报评论员
临近清明，不少地方已

先后迎来了清明祭扫高峰。
各地不尽相同的祭扫方式
里，共同指向的是“文明祭
扫”的主题。当烧纸钱、放鞭
炮等传统仪式正逐渐被新的
祭扫方式所取代，文明祭扫
在绿色环保之外，如何更好
表达慎终追远的人文内涵，
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传统文化角度而言，
祭扫的人文价值，在于对以
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人伦关系
的塑造，以及由此引发的生
命思考、生死教育。

当人们在特定的日子来
到陵园，为逝去的亲属擦净
墓碑、拔去杂草、献上鲜花，
摆上新鲜瓜果等祭品，在这
一过程中，人们脑海里浮现
的可能是亲属过去的音容笑
貌，也可能是两人交往的点
点滴滴。虽然面对的是冰冷
的墓碑，但内心涌现的情感、
记忆却是鲜活、有温度的，带
着这样一份敬意，我们也更
能感受到作为儿女、作为父
母，以及作为兄弟姐妹等人
伦关系的印记，有了这印记，
在社会当中，我们便不再是
孤零零的个体，而是一个个
家庭中的一员，“我”与“世
界”的关系自此有了根系。

有了对应的内涵，还需
要有相应的仪式作为载体。

比如今年南京举行的清
明长江公祭活动，其中就设
置了市民在祈福卡上写下对
亲人的思念与祝福，然后将
卡片系于气球之上一起放飞
的环节，在活动的尾声，还有礼仪人员
引导亲属将敬献给江葬故人的鲜花逐
一撒入长江。

再比如，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的共
祭仪式上，礼仪人员宣读理性追思文明
祭扫倡议书，敬献鲜花、诵读祭文、系黄
丝带，随后，礼仪师将用水溶纸折成的
水溶花放入水中，以水溶祭祀的方式表
达绵绵思念⋯⋯

文明祭扫不仅是鲜花代替纸钱的
简单变换，当人们的祭扫观念已经发生
转变时，确保文明祭扫“仪式感”的与时
俱进，移风易俗才能进一步落到实处。

连日来，记者通过持续深入调查发现驾培
行业问题颇多，不仅学员找不到“靠谱”驾校，
许多驾校在招生问题上也同样十分艰难，二者
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面对这一困局，究竟有
无解决之道？

近日，驾培行业相关管理部门，以及长征、
交投、大成、聚元等 20 余家驾校负责人，齐聚
一堂共商对策，记者也一同前往会议现场对相
关部门、驾校负责人进行了深入访谈，进行全
方位的深挖，进一步探究背后的原因。

驾培行业面临调整
探索新路径提升服务与竞争力

记者了解到，多种因素以及激烈的市场竞
争导致效益下滑，对目前驾培行业的确有着较
大的影响。四川道路运输协会王晓世会长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驾培行业面临着大
的调整，对于目前市场开放的局面来说，行业
如何进一步面对竞争、抱团“取暖”，共同利用
新媒体平台、互联网等新手段来提升服务质
量，需要大家共同探讨和努力。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其他城市的优

秀案例，例如最近重庆市就正在支持道协制定
类似的驾培平台建设。”王晓世表示，这样的目
的就是为了提升整个行业的信心，为市民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和选择，也为各个企业创造一
个合理的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

那么，其他城市情况如何？2023年10月8
日，武汉市交通运输局、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武汉易
学车”公共服务平台。记者了解到，该平台为
学员提供一网通择校报名、一站式签约缴费、
一键式学时打卡、一体化服务点评等“一站式”
服务，并且该平台由武汉市交通运输局、武汉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监管。作为湖北省首个
阳光驾培综合服务平台，平台成功吸引了 110
余家合规驾校入驻，学员报名学车时，只需在
手机上点一点即可完成。

关注品牌与教学质量
选驾校需警惕二次收费

由于我市目前并没有类似的平台，那么，
在目前的情况下，学员在选择驾校时该重点关

注哪些方面？成都交投东方时尚驾驶学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胥志敏做出了解答。

“广大学员在选择驾校时，首先要关注驾
校的品牌，是否能保证大家的权益以及资金安
全。”除此之外，胥志敏还提醒市民可以关注驾
校本身是否拥有标准的训练场地、足够的教练
资源等，从而保证培训的质量。

“另外，有部分驾校会以低价的形式招收
学员，结果却对学员进行二次收费，这也是目
前行业中存在的乱象之一。”胥志敏表示，学员
通过低价报名后，结果在学车过程中，随后的
项目都被额外收费，“所以大家切勿贪图小利，
在报名时还需要仔细了解驾校本身是否存在
二次收费的情况，以及该驾校的口碑如何。”胥
志敏提醒道。

解决驾培行业痛点
建立公共服务平台是关键

记者了解到，由于驾培行业是采用预付费
的模式，近年来，预付费模式又存在着较大的
问题，例如驾培行业曾多次出现驾校倒闭、教
练卷款跑路的现象，这样就给行业管理造成很

大的不良影响。
“其实我们协会方一直想打造类似的公共

服务平台，通过这次会议也在和大家商讨方案
是否可行。”四川省道路运输协会副会长、驾培
驾考分会会长董强向记者作了详细介绍，他表
示，公共服务平台具有收费透明、服务优质、信
誉保障等优点，首先在学员的学费方面，通过
公正的第三方金融机构监管，就能够很好地保
障大家的资金安全，避免资金损失；其次，平台
具有费用透明的特点，能够全程公开培训费
用、标准和资金划拨流程，学员可以按需选择
服务；另外，平台还能够筛选优质驾校，为学员
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选择驾校、班型、签订协
议、缴费、学车及评价等，不仅可以提升学员学
车体验，也能够在行业起到良性竞争的作用。

“所以，如果能够成功打造一个具有公信
力的公共服务平台，这样就能够将最大的痛点
解决，将学员与驾校之间最大的顾虑打消。”董
强说。

既然方向已经明确，下一步，我市相关部
门将如何应对？是否会发布相关举措？成都
日报锦观新闻记者将持续关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伟进 唐爱

近来，“打野”又出
现了新玩法，除了挖野
菜、放风筝、露营，大家

在周末时还会组团去湖边钓小龙虾。有网友反
映，在兴隆湖、青龙湖附近，有许多市民拿着木竿
和抄网，挂上猪肝、猪肺做饵，等待小龙虾上钩。

湖边野钓小龙虾是否符合管理规定？吃野生
的小龙虾是否存在健康隐患？昨日，记者展开调查。

热点回放：
沟渠附近“人比小龙虾多”

近日，网友发布消息称，兴隆湖、青龙湖以及
天府绿道环线的部分路段附近的沟渠，不仅是赏
春日美景、露营、挖野菜的绝佳点位，也逐渐成为
部分市民野钓小龙虾的热门去处。上个周末加入
野钓的一名网友感叹道：“人比小龙虾多。”

从社交平台上市民的分享可以发现，青龙湖
湿地公园附近的沟渠是其中一个钓小龙虾的热门
点位。有许多市民扎堆在岸边，或拿着木竿做饵，或
是将渔网沉入水中。一般而言，大家会用瘦肉、猪肝
做饵，不用专门准备钓具，随手捡上一根木竿或竹
竿，再拴上绳子，就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钓具。有的市
民还自带水桶，装满了还在吐泡泡的小龙虾。

“钓友”声音：
重在感受野趣

“钓友”佳佳告诉记者，自己周末与朋友相约
到公园露营，看见湖边有许多人钓小龙虾，也加入
到了其中。一下午，佳佳与朋友共收获了 8 只小
龙虾，因为个头太小，便决定将它们都放生了。“但
是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感觉自己找到了小时候在
老家的河边抓螃蟹的野趣。”佳佳说。

大部分前来垂钓的市民与佳佳有着同样的想
法：“基本都会放生，就是钓着玩。”市民杨先生说
道。同时，也有市民将野钓的小龙虾做成了美
食。“我们一下午钓了挺多，反正煮熟了都能吃，就
做成了一份蒜香的、一份香辣的。”市民小刘向记
者分享道。

由于近日“野钓小龙虾”的风潮火热，一些慕
名前来的市民也发现热门点位的小龙虾已所剩无
几。“比较火的地方已经很难钓到小龙虾了，一下
午我就逮到一只小的。”市民李先生说。于是，李
先生决定下周末去周边的生态农场钓虾，“农场会
提供给我们钓具，小龙虾如果要带走的话就是 30
多块钱一斤，而且也都是养殖的小龙虾，我觉得吃
起来比较安心。”

营养专家：
可能重金属超标

那么，在成都野钓小龙虾合乎规定吗？根据
《成都市公园条例》第四十条，在公园内“擅自捕捉
动物或捕捞水生动植物”者，责令其改正、采取相
应补救措施，并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造
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胡雯表示，
不建议大家食用。“野外捕捉的小龙虾可能有较高
的重金属蓄积。”而正规养殖产地的小龙虾都会接
受免疫抽检，安全性具有一定保障，从正规渠道购
买的小龙虾一般不容易存在重金属超标问题。

此外，胡雯也提醒市民，小龙虾一定要熟透了
才能吃。“一定要在100℃的高温下持续10 分钟左
右，熟透了才能确保没有寄生虫。”并且，由于重金
属主要附着在虾的外壳、腮和内脏，所以吃的时
候，一定要去虾壳、虾脑、虾黄以及虾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朱馨月

清明将至，根据成都市气象台统计数据，从
1960 年至 2023 年，成都清明假期期间，降雨概率
达到了 80%左右，过去十年，即 2014 年至 2023 年，
成都更是每年在清明假期期间都会有降雨。今
年，“雨纷纷”是否再次上演？面对记者的提问，成
都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成青燕回应称，冷空气和
雨水将贯穿整个假期，届时，热如初夏也将重新拉
回春日轨道上。

成青燕分析指出，受冷空气影响，在清明节期
间（4 日至 6 日）我市多分散性阵雨，雨量小到中
雨。需要注意的是，冷空气影响期间还会伴有大
风和比较明显的降温，都会对市民出行带来不利
影响。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静宇

成都博物馆获赠
川籍画家陈腾光作品360件

成都各地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倡导做文明祭扫践行者

10年清明10年雨
今年成都依旧“雨纷纷”

有人在钓野生小龙虾？
营养专家：不建议食用

在生命尽头感受死亡的“温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专访遗体火化师

文明祭扫需要更多与时俱进的

﹃
仪式感

﹄

如何“根治”驾培行业痛点？记者追踪报道

建立公共服务平台或为可行之路

清晨6点，星辰退散，成
都北郊的磨盘山麓，温和的
风静静掠过，一众人等身着
黑衫，面色悲恸，唯一的笑容
是人群最前处的黑白照片。

上午8点，初阳升梢，日
光透过天井倾泻而下，让排
列着焚化炉的车间钻进了一
丝春天的气息，摇曳的火光
中，作为人的一生，就此画上
句号。

⋯⋯
清明时节，山间的成都

市殡仪馆略显拥挤，东北角
上的火化车间中，有着一群
守护逝者生命最后一程的

“摆渡人”，龚睿便是其中的
一员。12年前，部队转业的
他来到这里，成了一名遗体
火化师。

火化炉内温度超800℃，
40分钟后，意味着生命形体
最终消亡。

以火光为界，这一过程
既要渡人，更是渡己，在生命
的尽头，生死也被赋予了更
多意义。

遗体火化师龚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