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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6日，王桂兰与大儿子周文
重新拍了张合影。 ■杨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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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由湖南湘潭县民政局、湘潭县文明办主
办， 湘水缘长生陵园有限公司承办的 2023 年清明祭祖
大典在湘水缘园区举行，活动吸引了包括湖南省电力公
司老年协会在内的社会各界近万人士参加。

当天，湘水缘生态陵园内，湖畔轻风拂柳，芳草茵
茵，生机盎然。14 时整，伴随着轻柔的乐声，公祭活动正
式开始。 全体公祭人员手持鲜花肃立默哀， 为逝者祈
福，向生命致敬。 主祭人恭诵祭文敬香文，礼赞生命融
归自然。 小学生代表们还进行了“致敬抗疫英雄”诗歌
朗诵。 此后，在低沉的乐曲声中，公祭人员依次上前敬
献花篮。

“通过这种集体公祭的形式，可以节省许多诸如烧
香、烧烛、烧纸钱、摆供品等繁琐的习俗环节，用隆重、
简约、文明的形式来纪念先人。 ” 湘水缘长生陵园有限

公司董事长袁佳介绍，这是湘水缘第 16 次举行大型公
祭活动，举办清明集体公祭大典，使绿色祭祀和绿色殡
葬形成良性互动， 充分体现人文纪念特色和生命传承
功能。

活动现场设置了花瓣送福、丝带传情、寄语怀思等
环节，引导家属和民众通过多种低碳、生态、绿色、文明
的方式祭奠亲人。“这样的祭奠不仅具有深厚表意，而且
蕴含现代写意，令人回味动容。 ”一名来自长沙的市民说。

“根据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 2023�年清明节祭
扫工作的通知》要求，我们还推行了线上线下预约祭扫
服务，免费为祭祀群众提供墓碑擦拭手帕、雨伞、开水、
应急药物等物品。 ”袁佳介绍，为了营造良好的祭扫氛
围，园区特别加强了惠民殡葬、文明祭祀、森林防火等内
容宣传，向市民推送文明祭祀短信，集中布置文明祭祀

宣传标语、展板，积极倡导网上祭奠和植树寄哀思等新
型祭祀方式，大力推动移风易俗、绿色文明祭祀。

在今年清明节期间，湘水缘还同时举行了“都说湘
水缘好风光”互联网摄影摄像比赛 、“我为家园添绿色·种
棵青松寄亲情” 公益植树、“记录幸福，‘家’ 倍温暖”———
全家福、金婚银婚照片拍摄等系列活动，不但集中展示湖
南老年文化艺术成果，展现热爱生活、积极进取的精神
风貌，还增进了老人们对节地生态安葬和先进殡葬文化
的理解和认同，影响了更多民众从当下开始，从身边小
事做起，孝亲敬老，继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湖南湘水
缘长生陵园有限公司创始人袁扩军介绍， 湘水缘一直
秉承“家、孝、寿”的企业文化，孝敬老人、敬老爱老不仅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湘水缘一直所履行的社会
责任。

清明时节寄哀思,湖南湘潭县举办集体公祭活动

三湘都市报4月6日讯 “现在腿脚越来越不
利索，爬个楼费老大劲。”4月6日，长沙市雨花区
左家塘街道湖橡社区，85岁的王桂兰用手捶打着
自己的膝盖。老人拿出珍藏许久的全家福，指着
后排最右边的青年，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二儿
子周洪，入伍前一家人特意拍了张全家福，没想
到成了我们唯一的合影。”

拿出熟鸡蛋放墓碑前：这是儿子最爱吃的

王桂兰心心念念的儿子周洪，1979年2月20日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牺牲，年仅19岁。今年清明节
前夕，老人在长沙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安排下，前往
千余公里外的广西龙州烈士陵园为儿子扫墓。

出发前摔了一跤，在去往广西龙州县龙州烈
士公园的路上，王桂兰是随队医生重点关注的对
象。王桂兰有三个儿子，二儿子牺牲后，小儿子也
因病去世，如今只剩下大儿子周文在膝下照料。

“我现在提腿都打哆嗦，上下车很不方便。一
路不敢多喝水，就怕要上厕所，麻烦别人。”王桂
兰告诉记者，乘坐十几个小时的大巴车到达目的
地后， 她扶着腰蹒跚着爬过陵园的阶梯，“老了，
身体不行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儿子扫墓。”

“3排4座……”身体再不适，她也清晰记得儿

子“沉睡”的地方。
“这是妈妈最后一次来看你了！”见到儿子的

墓碑，王桂兰抑制不住泪水，弯着腰从口袋里拿
出煮好的鸡蛋，放到墓碑前，“以前家里穷，他爱
吃的就是熟鸡蛋。”

祭扫完后，王桂兰拿着儿子的照片，端详半
晌后仔细放进塑料袋，打上两个死结，在大儿子
的搀扶下，离开墓园。

一家六口的全家福，如今只剩下两个人

“周洪从小就懂事，爱读书，很勤快。小时候放
学回家，放下书包就去地里帮忙干活，他外公最喜
欢他了。”王桂兰手里的全家福拍摄于1978年3月1
日，是周洪入伍前一家人特意拍的。王桂兰没想到
的是，这张全家福也成了和周洪的唯一合照。

黑白照片中， 王桂兰的父亲坐在正中间，两
侧是自己和丈夫，三个儿子站在后排。那个很少
留影的年代，一家六口略显局促。老人轻轻摸了
摸照片中周洪年轻的面庞。“他入伍后调到广
西，参战前给我写了一封信。”王桂兰说，周洪在
信中写道：“战场上绝不会当逃兵！爸爸妈妈，等
待我胜利的捷报！”可最终，等来的却是儿子牺牲
的噩耗。

随着家人的相继离世，原本一家六口的全家
福，现在只剩自己和大儿子。“好在有党和政府的
关心，让我们能够有个安稳的晚年。” 王桂兰说。

王桂兰告诉记者，后辈们都很孝顺，儿孙们
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如今只希望身体能好转，以
后还能到周洪墓前去看看。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昱 通讯员 蔡开祥

85岁母亲奔波千里，“最后一次来看你”
年仅19岁的儿子在战场上牺牲，长眠异乡 45年前拍的全家福，成为母子唯一合影

40年藏书3万册
他建了座乡村共享图书馆

三湘都市报4月6日讯 4月4
日，走进汨罗市屈子祠镇屈子祠村
共享图书馆，儿童读物、哲学书籍、
文史书籍让人眼花缭乱。“想找什
么书，我或许能帮忙……”每当有
村民探着脑袋走进图书馆，管理员
任国瑞就会重复着这句话。

非藏书大家， 但坐拥图书万册， 且不乏珍本孤
本。2022年10月， 曾任湖南省地方文献研究所所长
的任国瑞无偿向老家捐献3万多册图书，便有了这家
共享图书馆。

40余年积累下3万余册书籍

走进这家共享图书馆， 藏书堆积如山， 囊括文
化、历史、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

“人要有梦想、要有担当、要有作为，所以图书
馆我取名为‘蝶梦斋’，希望大家努力追求，像蝴蝶
一样，破茧成蝶，成长为自己想要的美丽模样。”任
国瑞说。

他介绍， 这3万余册书， 是他40余年不断购
置、交换的积累，“我的书虽然不多，但是没有充量
之嫌。在我眼里，大部分都是精品图书。”任国瑞自
豪地说，“我的藏书，有鲜明的历史地理特色、中华
传统文化特色、湖南特色、汨罗特色和个人的研
究特色。”

建图书馆将藏书分享给更多人

“藏书不能只是闲置，要发挥出书籍的作用。”一
直以来，任国瑞都想将这些书籍分享给更多人。退休
后，他回到故乡，决定做点什么来振兴乡村文化。

去年， 在屈子祠镇及屈子祠村村支两委的大力
支持下，将原求索学校闲置的房屋作为村图书馆，任
国瑞所收藏的书籍找到了新住处。同时，他还自费十
余万元装修房屋、添置设施，为群众打造了一个舒适
的阅读环境。

“我希望通过这家图书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
触到知识和文化， 同时也希望这些书籍能够被更多
的人借阅和利用，发挥图书馆的文化氛围功能，用优
秀传统文化、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去浸润、感染和引
领乡亲们，凝聚起乡村振兴的正能量。”任国瑞说。

■实习生 盛涛 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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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1日，王桂兰二儿子周洪（后排右）参
军前，全家照了张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