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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墓+踏青+学生流=8.8万人
合肥火车站车流刷新历史记录，短途客流“爆棚”

星报讯（记者 王玉） 正如预计的一

样，昨日清晨开始，各路出行的乘客聚集

在各个火车站、汽车站前。截至晚间 6

点，一个惊人的数字从合肥火车站传来，

昨日合肥火车站发送客流 8.8 万人，这个

数字刷新了历史记录，比春运中日最高发

送客流8.1万人还要多出7千人。据悉，巨

大的客流主要来自于扫墓、踏青和学生流

叠加的结果。

“去芜湖的已经发送了10来趟的班车，

现在短途客流最多。”刚到合肥汽车站，值

班人员就告诉记者这个消息。记者发现，

汽车站的候车大厅内挤满了正要出行的乘

客，售票大厅内还有许多乘客在等待买票。

据介绍，昨日汽车站较为火爆的班线

都集中在中短途上，其中滁州、蚌埠、芜湖、

明光、安庆、铜陵等地的客流出现“爆棚”现

象。好在汽车站之前就有了预案，大量的

调度车辆前来应急，基本上汽车站的乘客

都能及时出行。

昨晚，记者从车站售票窗口了解到，4

日的列车仅剩部分余票，5日的返程预售票

也销售了近5万张，预计5日合肥火车站又

将迎来一次返程的客流高峰。

昨日是清明小长假的首日，据合肥

市民政部门统计，昨日一天，整个合肥

市（包括三县及各开发区）有250550人

出门祭扫。

据介绍，昨日一天，合肥市小蜀山

墓园共迎来11万祭扫者，车辆1.3万辆；

大蜀山文化陵园1.4万人，车辆 1700多

辆；大兴塔陵园迎来29500多人，车辆

3400多辆；烈士陵园迎来4万多人。整

个祭祀高峰出现在昨日中午12时之前，

祭扫人数约为182800人。

据合肥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清明人们祭扫有了一些新变化，带

鲜花和绢花的人多了，烧纸的人少了；爱

护环境的人多了，乱扔废弃物的人少了；

文明祭祀的方式多了，安全隐患少了。

现场：首次“集体共祭”触动人心
上千朵新鲜的菊花制作而成的花坛摆

放在集体共祭大厅的最前面，祭台是由两

排迎面摆放的长桌组成，上面铺着素洁的

白布，按顺序进行了编号，对应每一个号

码，整齐地摆放着骨灰盒、烛台和鲜花，祭

拜者中有孩童，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集体共祭仪式现在开始，请各位首先

向亲人默哀……”在礼仪师的主持下，人

们开始默哀、净盒、点烛、鞠躬、宣读祭文

……此刻，想起逝去的亲人，许多人都控制

不住情绪，哽咽了起来，甚至连主持仪式的

礼仪师和一旁的工作人员也潸然泪下，现

场气氛触动人心。主办方考虑也十分周

到，祭台上摆放了抽纸供参与者使用。

仪式活动的最后，大家把手中的鲜花

依次插到主持台前的一个心形花环内，并

抱着骨灰盒依次离场。整个祭奠仪式持续

30分钟。

上午8时45分和10时整，两场集体共

祭活动先后在一号大厅内举行。“有96户

家庭报名，每户大约5到7人参加，所以总

共有600多人参加。结合我们场地和参加

人员的情况，我们安排了两场。”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反响：“这个办法真的很好！”
没有骨灰盒，只有点点烛光映衬着一

张恩爱的夫妻照，凝望的眼神始终停留在

照片上，不由得眼泪一滴滴流了下来……

在第二场集体共祭的现场，一个孤单的身

影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位白发苍苍的奶

奶站在祭台前，参与着各项仪式。

记者了解到，奶奶姓孙，今年84岁，

2008年老伴永远地离开了她，从那之后老

伴的骨灰盒一直寄存在殡仪馆内，由于孩子

们都在外地，所以只有她一个人来到了现

场。工作人员考虑到骨灰盒太重，便建议孙

奶奶可以自带一张照片参与共祭活动，等活

动结束之后再到寄存处去擦拭祭拜。

“这个办法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孙

奶奶的眼圈红红的，拿着发放的鲜花向主

持台前的心形花环走去。

记者了解到，殡仪馆存放着9000多个

骨灰盒，每年祭祀高峰期祭奠人群过于集

中，只能匆匆忙忙地祭奠逝去的亲人。参

加完集体共祭仪式，不少市民都感慨地说

希望这种贴近民心的活动越办越好。合肥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明年将继续举

办这一仪式，并考虑在小蜀山、大蜀山和大

兴塔陵园等地推广。

省城一日25万人出门祭扫

统计：

昨日，合肥市共有25万人出门祭扫

鲜花伴音乐，“集体共祭”寄哀思

默哀、净盒、点烛，工

作人员诵读祭文、自由悼

念……昨日上午，伴着深

沉而唯美的音乐，由合肥

市民政局和合肥市殡葬协

会举办的首次集体共祭活

动在合肥市殡仪馆 1 号大

厅内缓缓举行，庄严而肃

穆，盛大而特别。

记者 赵莉/文 程兆/图

巢湖中小学生来到南山陵园瞻仰烈士墓

听老军人讲述
浴血抗战的那些事儿

星报讯（记者 张发平 文/图）“无

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他们的生

命换来新中国的和平与崛起。你们生活

在伟大的新时代，一定要努力成材，将来

报效祖国。”每年清明节前夕，老革命军

人管绍仲都来到巢湖南山烈士陵园，向前

来缅怀的同学们义务进行“红色教育”。

管绍仲老人今年已87岁高龄，但身

体硬朗，思维敏捷。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

战争，任空军飞行员。1986年退休后，他

经常到学校义务进行“红色教育”，讲述

党的光荣传统和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

集体祭奠现场

据新华社电 记者3日从民政部获悉，

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名烈

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身。

据介绍，这些先烈大多数没有留下姓

名。目前，有姓名可考、已列入各级政府编

纂的烈士英名录中的仅有180万人左右。

为告慰先烈、教育后人，各地修建了烈

士纪念设施。烈士纪念设施包括烈士纪念

墓、烈士陵园、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

念塔（祠）、纪念塑像、烈士骨灰堂等。

1986年，我国制定烈士纪念设施分级

管理办法。1995年，完善四级管理保护体

制。近日，民政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加强零

散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保护工作的通知，

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至此，我国烈士

纪念设施管理制度全面建立。

据统计，全国还有100多万座散葬烈士

墓和7000余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约2000万烈士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献身
多是无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