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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不便，但很想亲自去看看父亲
合肥市民陶先生的父亲是抗日烈士，每年清明节前

后，他都会和家人前往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看看父亲，

这已经是陶先生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清明节将至，陶先生

说目前是否要前往南京，还未定下来。“考虑到疫情，我们

老年人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有

一定的风险。”

陶先生说，前一段时间，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就已经联

系他们进行了花圈等祭扫物品的登记，工作人员代替他们

进行了祭祀，并且给家属发来了视频，“前段时间纪念馆并

未开放，这段时间已经重新开馆了，他们也向我们提供了

一些共祭的网络平台，仿佛能置身其中，在这种特殊情况

下，这样的形式也挺好的。”

不过陶先生也坦言，自己很想亲自去一下现场，虽然

有很多不便，但还想去看一下，目前也还在考虑中。

网络祭祀，拉近天南海北亲人间距离
“我们这个大家庭很庞大，分散在各处，有的在国外定

居，几年都没回来过了，自从父母去世长眠小蜀山后，每年

清明节，他们都会让我们代替祭祀，”今年66岁的合肥市民

方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身处外地的兄弟姐妹会在微信群里

跟他说明情况，让他们代替去看看父母，“哥哥姐姐年纪也

大了，长途跋涉也不是一件易事，我也只能代表去看看。”

现在特殊时期，亲朋好友间的走动也并不常有，方先生

响应号召，由其女儿帮忙，在网络平台上注册了网络祭祀，

相关链接转发给大家，“里面有很多选项，鲜花、水果等。”方

先生表示，这样网络祭祀的方式很适合他们，一方面本来就

受到地域和年龄的限制，多有不便，现在大家在微信里进行

祭祀，还聊起了很多往事，勾起了深深的回忆，促进了亲情。

网络祭祀也得到很多人支持
“本来计划中，大姨今年春节是回老家的，但因为疫情

的关系，一再推迟。”合肥市民王小姐的大姨定居加拿大，

年前计划是春节归来探亲，“外公是 2014 年去世的，因忙

于自己的家庭，大姨之后就没在回来过，现在终于得空了，

春节计划回来，但一拖再拖，估计也是难以成行了。”

眼见就要到清明了，大姨的心情王小姐也能理解，她在

网络平台上为外公建立了一座纪念馆，设计了一些图片和

生前故事，“网络祭扫的平台还提供代祭扫服务，我转发给

大姨之后，她自己下了单，为外公打扫一番，献上鲜花。”

王小姐说，这样的形式他们年轻人可能更容易接受一

些，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点难。不过王小姐觉得，部分老

人应该也能接受这样的形式。“毕竟因为特殊环境，或者身

体原因不能前行。”

清明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踏青
家住合肥瑶海区的李大姐，在社区工作，接触网络祭

祀的宣传有一段时间了，她表示，自己的公公长眠在合肥

小蜀山陵园，清明节期间的祭祀已经决定响应号召，在网

络上祭祀，不前往合肥小蜀山陵园了。

不过李大姐也表示，清明期间还是会回到老家去拜

祭，“我理解的清明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踏青。”李大姐

说，清明上坟都要到郊外去,在哀悼先人之余，顺便在明媚

的春光里骋足青青原野也是很难得的轻松。

与李大姐有着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市民都

表示，条件允许的话，还是会去现场祭祀，同时来一场踏

青郊游。

各平台“云祭祀”相继推出
“祭扫在心不在形，别样清明一样情，生者的平安健康

是对逝者的最好告慰。今年清明祭扫，改变的是形式，但

不改对先辈的尊重和敬仰，不改对亲人的追思和怀念，不改

在慎终追远中传承优良家风，不改在知史明志中培育爱国

情怀。”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文明办联合发布的《清明节安

全文明祭扫倡议书》中，倡议全社会网络祭扫，防聚集。提

倡网上献花、留言寄语、居家追思、代理祭扫等方式缅怀故

人，暂停组织守灵、告别、祭奠等群体性活动，倡导外出人员

不返乡、不跨区域祭扫，减少出行和人员流动。

记者了解到，目前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小蜀山陵园

都已经上线了“云祭祀”，在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上，扫描进

入选择相关的位置，就可以进行祭祀，合肥市殡仪馆目前

已经对所有寄存在馆的逝者骨灰开展免费集体代客祭扫

服务，通过格位拭尘、敬献鲜花、鞠躬追思等形式，代为传

递慎终追远、致敬缅怀的深切情感。除此之外，合肥市民

政部门也上线了“合肥市云祭祀平台”，同时上线“居家祭

祀礼仪”微视频，手把手指导市民开展居家祭祀活动，倡导

以家庭追思会的形式开展绿色文明祭祀。

建议：不要一味批评老人，多沟通
合肥一位长期从事基层民政工作的负责人表示，“网

络祭祀、居家祭扫这样的方式，并不新鲜。现在特殊时期

陵园、墓地暂停现场祭祀，网上祭拜也是一个寄托哀思、表

达思念、倾诉情感的最佳之所。同时也很生态、环保”。

当然由于老人认知、心理等方面的不同，容易出现一

些与年轻人对着干的情况，譬如觉得清明上坟是老传统

了，必须去现场祭奠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孝心和思念，

无法接受网络祭扫。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市第四人

民医院)老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王莹也给出了建议：“这样

的心理可以理解，有的老人对于新生事物难以接受，同时

在大环境的负面影响下，容易钻牛角尖。”

王医生称，一方面家人多多听取老人的心理诉求，不

要一味地批评老人，觉得老人古板，要增加理解；另一方面

多沟通，多陪伴，“可以寻找一些轻松的话题，多增加参与

人群不那么集中的室外活动的机会，可与老人商量，特殊

情况特殊处理，以后再补上清明祭祀。”

清明“云”祭扫，老年人能接受吗？
专家：年轻人要多听取老人的心理诉求，增加理解

随着清明节临近，为减少人员集聚，有效遏制新冠肺炎

疫情的扩散和反复，合肥市各殡葬服务机构（殡仪馆、公墓）

继续暂停市民现场祭祀活动，暂停举办集体共祭、集体骨灰

生态礼葬等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云”祭扫，可以自己选择在

相关平台上祭扫和代客祭扫。

对于很多传统的老年人来说，这样的方式有的人不能

接受，一方面对于网络操作不熟练，一方面觉得不正式，不

符合传统文化；但也有不少老年人表示可以理解，响应生态

和自然，同时因为新冠疫情防控的特殊性，也愿意去尝试。

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老年心理科副

主任医师王莹也给出建议，针对老人，要多多倾听诉求，多

加陪伴，年轻人不要一味批评老人。 □ 记者 祁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