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 清明如

何祭扫， 成了不少
家庭兄弟姐妹联络

的话题， 家里的老
年人、 年长者尤其

关心这件事。 但时
下新冠疫情肆虐，

全球确诊人数近

80 万， 谁又敢轻
视？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 压力依然很
大，如何以新观念、

新形式完成祭扫，

成为大家必须面对

的课题。

在此特殊时

期， 清明祭扫首先
当顺“时”。 中华民

族几千年来的家国
传统， 让祭扫成为

慎终追远、 凝聚家
庭、洗涤内心的重要形式。但祭扫

一直讲顺时随境。 今年清明祭扫
之顺“时”，恐怕最重要的是“错

时”， 特殊时期应提前向墓园预
约，不集中出行，同时，运用“云祭

扫”、代客扫、视频集体祭扫等形
式表达怀亲之思绪。

好在， 已有许多市民在清明

前就顺“时”而为，数据显示，沪上
墓园远程“云祭扫”和代客祭扫服

务的流量直线上升。 拿福寿园来
说，已有 2万多人次的“云祭扫”

量和 2800多次的代客祭扫服务，

这是往常全年的上百倍。

所谓“祭扫”，一为“祭”，二为
“扫”。“扫”主要为清理墓地杂物，

还整洁肃穆。但当下，各墓园的管

理者将墓院打理得近乎公园风
景，市民清明祭扫的实际意义，主

要在“祭”。

祭扫当从心，安全最重要。在
测算安全边际的基础上， 像福寿

园只能拿出 2万个现场祭扫的名
额。祭祀无论何种形式，主要是为

了表达敬心。

今年之祭扫， 不必花大半天

甚至一整天堵车、流汗，或许我们
可以静下心来， 转向对传统的参

详。 比如，要在其他传统节日“错
时祭”的朋友，必然要了解一下冬

至祭、清明祭、端午祭等祭祀的特
点；要采取“居家祭”的市民，必然

要学习一点家祭的文化礼仪和传

统，向儿孙讲讲先辈的故事。祭扫
先人，追根溯源，理解传统，本就

是家风教育的重要门径。

    “我在上班，根本不知道娃网课

怎么上，抓狂啊！”“不盯着他，他就
玩，上网课老母亲比娃累！”“不上课

时间全耽误了，上课眼睛坏了！”
⋯⋯30日，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

队发布的“疫情期间中小学生状况
调研报告（小学篇）”显示，大多数家

长对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效果

持肯定态度。
其中，有9.6%的家长表示“非

常好，和在校上课差不多”，有

32.2%表示“比较好，能满足预期”，
有55.5%表示“虽不如在校上课，但

比不上课好”，仅有2.7%表示“不如
不上课”。

问及“平均每天上网络课程和
课后使用电子设备的学习时间”，

18.6%的孩子为2小时以内，33%为

2～4小时，27.8%为4～6小时，15.3%
为6～8小时，4.4%为8～10小时，0.7%

为10～12小时，0.2%为12小时以上。

对于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有
29%的家长表示“太多了”，有44.6%

表示“略多些”，有23%表示“差不
多”，3.3%表示“不太多”。

疫情期间需要延迟返校，对于
新学期课程的安排，有77.4%的家

长希望通过网络课程学习新学期内

容。另有22.6%希望“开学后再开始
学习新学期课程”。

对于网络课程的形式，家长认

为学生更适合任课老师的直播课程
（55.9%），认为“任课老师对学生较

为了解，学生可以和老师互动或举
手答题”；有34.6%的家长表示直播

和录播都可以；有9.6%认为学生更
适合录播课程，觉得“名师录制好的

课程，授课质量较高”。

疫情期间32.8%的小学生平均
每天作业用时60～90分钟，39.5%用

时30～60分钟，14.5%用时90～120分

钟，6%用时小于30分钟，7.1%用时
120分钟以上，0.1%几乎不写作业。

95.4%的学生会收到老师的作业反
馈。超六成（61.6%）家长对作业反

馈表示很满意，超三成（32.7%）家
长表示较满意。

70.7%的小学生锻炼时间不到

30分钟。其中，有8.3%的学生几乎
没有体育锻炼，有19.2%的在15分

钟以内，有43.3%的在15～30分钟，
有24.2%的在30-60分钟，有3.7%的

在60-90分钟，有1.3%的在90分钟

以上。根据计算，小学生目前平均每
天睡眠时间为 10.1小时。

本报记者 鲁哲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今年

清明遭遇疫情，上海市推出多项便
民服务，倡导市民尽量不前往现场

祭扫。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从 2013

年开始在所属公墓单位推行“六大
节日错时祭扫”联动活动，至今已

有近 7年时间。

据介绍，今年市殡葬服务中心
要求所属各大墓园严格落实上海

市委关于清明期间防疫工作的指
导精神，均采取限制入园措施，大

量祭扫市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从

传统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

向在线浏览。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
同时也将“祭扫无定时”“居家祭

扫”的概念进行传播，推出了 2020

清明话“祭礼”之———“专家谈”“居

家祭”“错时祭”三部曲。

“专家谈”是通过民俗专家和

学者的视角来了解“祭”的意义以
及现代殡葬文化中“祭礼”的诠释

方式。“居家祭”则邀请上海同济大
学丁长友教授、资深的殡葬文化研

究者来介绍“家祭”的文化背景和
仪式内容，让大家在祭扫条件受限

的情况下，尊崇传统文化。“错时

祭”是指各择其时，从心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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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是一个特殊的清明节，远程“云祭扫”将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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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一场特殊的清明集体祭扫仪式在上海卫家

角息园内草坪广场举行。20多名工作人员身穿工作
服、佩戴口罩，音乐低回深沉，气氛庄严肃穆。据了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息园为保障市民和员工的安全
健康，满足市民缅怀先人的愿望，推出了“云祭扫”清明

公祭典礼。
活动分为“祭献花篮、点亮生命之光、致辞、恭读祭

文、全体祈福”等多个环节，为安葬在息园的逝者免费

举行集体祭扫，展现了息园积极推行绿色祭奠、文明祭

祀的殡葬新风。据悉，上海各大墓园都以不同形式举行
“点亮生命”清明集体祭扫典礼，并推出“云祭扫”和“代

祭扫”服务项目，满足市民线上服务的需求。
图为上海卫家角息园举行“点亮生命”清明集体祭

扫典礼现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影报道

市殡葬服务中心推出“祭礼”三部曲

卫家角息园昨举行
清明集体祭扫典礼

疫情期间中小学生状况调研报告（小学篇）日前发布

大多数家长对网络授课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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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清明期间，根据疫情防控

要求，上海倡导市民不前往现场祭
扫，对个别确需现场祭扫的市民，

实行限流、分时、定量预约祭扫。为
应对本周末这一特殊的清明节，上

海各墓园采取了何种举措？昨天，
记者采访了上海三家主要墓园，从

目前预约的情况看，祭扫高峰预计

将出现在正清明当天，各墓园呼吁
没有预约的市民尽量不要前往墓

园，可以通过网络远程祭扫，以免
无法入园被劝返。

福寿园
没有预约将被劝返
“从上周末的情况看，祭扫的

人流下降明显，许多预约到的市民

最后也没有来。”上海福寿园总经
理助理陈贝琦告诉记者，上周末连

续两天下雨，可能让许多市民推迟

或放弃了现场祭扫的计划，实际入
园人数远远少于预期。

与之相对应的，是远程“云祭
扫”和代客祭扫服务的流量直线上

升，福寿园自从2001年就推出了网
上祭扫服务，但一直乏人问津，但

这次疫情改变了这一情况，目前已
经有2万多人次的“云祭扫”量，与

2800多次的代客祭扫服务，这一数

据已经超过平时全年的上百倍。
陈贝琦表示，4月4日正清明的

现场祭扫名额是2万个，目前已经
全部预约完毕，预计当天会出现祭

扫高峰。建议没有预约到的市民不
要前往墓园祭扫。届时墓园门口将

设置劝返点，工作人员将会为市民

登记后，会将他们所携带的祭品带
入墓园，并引导市民通过“云祭扫”

网络祭扫。
目前除了正清明外还有少量

预约名额，陈贝琦建议市民如果必
须现场祭扫，可预约清明节前后的

工作日，以及节后第一个周末，提
前或是延后祭扫。

松鹤园
正清明预约全满
松鹤园的情况与福寿园类似，

上周末虽然被约满，但实际到园人

数与预约数偏差较大。松鹤园相关
负责人表示，作为上海规模最大的

公墓，每年清明、冬至前后的祭扫人
流量一直居高不下，但从上周末到

现在，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高峰。

从目前的预约情况来看，除了
正清明当天，其他时间预约量并没

有满，而且入园人数只有预约量的1/

3到一半，许多市民都选择通过网络
祭扫和代客祭扫服务，截至昨天已

经接到了5800多单代客祭扫服务。
为了控制人数，松鹤园安排了

工作人员对入园市民进行资格预
检，“预约落葬”要求出示“预约落

葬单”和“随申码”，“预约祭扫”需

手机出示“电子预约凭证”和“随申
码”，符合规定方可入园。

“预计在正清明会有很多没有
预约到的市民前来，我们也设了劝

返点，提供免费代客祭扫服务，把
祭品带进去拍下照片视频传给客

户。”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平时人流
量不大时，工作人员可以现场帮没

有预约的市民登记预约，但正清明
估计不会有太多余量，建议不要来

“碰运气”。“现在特殊情况，寄托哀
思不一定非要来现场，如今打开手

机，随时随地都能祭扫，传统观念

可以有所改变。”

滨海古园
三种方式远程祭扫
上周末，滨海古园共接待了

25000名市民前来祭扫，其中有

5000人并非通过网络预约。滨海古

园副总经理徐可业告诉记者，考虑

到前来祭扫的老年人居多，他们又
不太会用网络预约，所以预先留了

一部分余量满足电话预约。
据介绍，滨海古园今年推出了

三种形式的远程祭扫，包括网上祭
扫、代客祭扫和集体视频祭扫。网

络祭扫目前已经有1.5万人次的祭

扫量，代客祭扫已经约满，而从今
天起滨海古园的官网与微信公众

号将推出有集体祭扫的视频，方便
不能来墓园的市民祭扫。

4月4日正清明当天滨海古园
预约人数也是2万，并且已经全部

约满。墓园方面已经提醒成功预约
的市民准备好“随申码”，并在入口

处设置红外线测温仪，以减少市民
入园的时间，工作人员防护服与排

队一米线也都准备完毕，祭扫与落
葬的人员将被分流进入墓园。

徐可业表示，从上周末的情况
看，许多老年人不太会用“随申

码”，影响入园速度。所以他建议老
人的子女们最好帮父母事先准备

好，如果实在不行也带上身份证，
现场会有工作人员专门为老年人

提供指导服务。
本报记者 李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