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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树葬引领
生态文明新风尚

本报记者 兰伟香

每年清明节 ，人们除了扫墓 、祭拜
先人外，还会议论起“殡葬”这个老大难
的民生问题。

丧葬费用高、人死不起，墓地难买、
墓地价高……这些话题一直是许多群
众关注的一个热点。

近几年，我市在推行移风易俗和绿
色殡葬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先后推出树
葬等节地生态葬。 鼓励引导群众丧事简
办，革除旧风陋俗，树立生态文明新风
尚，推动绿色殡葬，让厚养薄葬、简约重
情的现代文明之风吹拂人们的心田。

树葬做到了 “掬一抔黄土 ，逝者安
息；植一棵树木，生命延续。 ”与天地融
为一体，在树的年轮中 ，诉说着生命的
故事。

青田夏南春夫妻的做法让“归处覆
新土，青山还绿来”，选用生态树葬的方
式，既满足了传统观念中“入土为安”的
想法，践行了环保理念 ，更是有力响应
丧事简办的号召，有力推动了移风易俗
行动。 打破了群众传统观念，引领更多
人参与绿色殡葬。

比起传统的殡葬动辄两三万元，甚
至高达几十万元， 这种绿色的树葬，既
绿化了国土，又减少了土地占用 ，是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当代社会新风尚。

用树葬引领生态文明新风尚，绿水
青山，才是我们留给后代最好的遗产。

青田一老人选择树葬
省省下下 2200 万万元元
成成立立慈慈善善基基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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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聒噪的喇叭唢呐仪式， 也没有
鞭炮花圈等传统的祭祀用品……只有满
目的青山不语， 还有绵绵的春雨寄托哀
思。

3 月 15 日，青田县船寮镇朱山村，夏
南春为爱妻举行了一个简洁又庄重的生
态树葬仪式。 据了解， 这是殡葬改革以
来，青田县首例树葬。

生态树葬
让逝者回归自然

3 月 15 日一早， 在夏南春家中，亲
属和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为夏南春亡妻
进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后， 来到朱山村
的山上。没有燃烧的香烛纸钱，只有寄托
着思念的花束和孝布。不放鞭炮，不奏器
乐，不送花圈，以树代墓，不立墓碑。亲属
从一铁盒里捧出逝者的骨灰轻轻地放入
事先挖好并铺了鲜花的土穴里， 埋在香
樟树底，掬一把黄土，完成了逝者生前的
遗愿。 用浇水和培土祝愿亲人陪伴树木
万年长青， 用鲜花和默哀来表达亲人的
哀思和怀念。没有环境污染，没有噪声吵
杂。 整个过程并未留坟头、未做标记，整
个仪式简洁，却不失庄重。

此次树葬的老人今年 72 岁，名叫叶
春晖。 她生前一直希望通过“以树为家，
花草为伴”的节地生态殡葬方式，回归大
自然。

逝者家属于是选择了朴素的树葬方
式，让生命长青，让精神永驻。

栽下樟树
取名“太婆樟”

叶春晖老人生前与丈夫夏南春约定
好选择树葬。而埋葬她骨灰的香樟树，是
几年前她与丈夫夏南春一起栽下的。

2015 年 1 月，夏南春和妻子叶春晖
选了 14 棵香樟树，运到朱山山上，夫妇
俩亲手栽下了这 14 棵树，每个月，他们
都会上山看看这些香樟树生长情况。

“春晖生前认为树葬就好像在清幽
的山水间休闲，让人赏心悦目。 因此，她
希望在百年之后， 静静地躺在青山绿水
间，享受着清新香甜的大自然气息。我在
两棵樟树上分别挂了写着 ‘太婆樟’‘太
公樟’的木牌，我妻子葬在‘太婆樟’下，
等我走后，我就葬在‘太公樟’下。 ”夏南

春说：“树是会成长的，葬在树下，我们的
生命就仿佛与这些树融为一体， 得以延
续与升华了，长眠于山林的怀抱中，就好
像春晖从未离开过我一样。”夏南春回忆
道，“我们之前就看到过很多人都选择海
葬、树葬，这样既不铺张浪费，还节约环
保。这是妻子的夙愿，也是我们共同的约
定。 ”

克服困难
完成妻子遗愿

夏南春和叶春晖夫妇常年生活在船
寮镇洪庵潘岭自然村， 两人相亲相爱，
共育有二子 ，大儿子在比利时 ，小儿子
常年在罗马尼亚。1949 年出生的夏南春
老人毕业于杭州大学哲学系纪检政治
专业，叶春晖老人则毕业于杭州大学外
语系俄语专业，小学时两个人就是同窗
好友。 在夏南春的眼中，叶春晖是位贤
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 “我们结婚后，
我去部队服役， 我们两地分居长达 10
年之久。 ”回忆起这些，他愧疚地说，妻
子与母亲两人辛苦抚养了两个儿子长
大。 转业后，妻子也在工作和生活上给
了他全力的支持。

在亲朋好友眼中， 他们是一对让人
羡慕的夫妻。妻子逢人便夸自己的丈夫。
“就在她出事那天，出门前她依然与我拥
抱亲吻告别，嘴里还是念着‘老公，你真
好’，没想到就成了永别。 ”3 月 9 日，叶
春晖老人突发昏迷，经抢救无效去世。

妻子的突然离去让夏南春陷入了极
度的悲伤之中， 但是他说他要帮助妻子
完成她的夙愿，妻子生前有两个愿望：希
望死后能捐献眼角膜并实行树葬。 由于
眼角膜捐献困难，无法完成，他按照妻子
生前嘱托进行树葬， 但部分亲人并不能
理解。“一开始，大家不了解树葬，觉得没
有墓碑，没有其他仪式，太冷清了。”夏南
春说，“也有很多人认为， 我这样做会动
了很多行业的奶酪，会引起公愤。叫我不

能开这个先例。 ”夏南春顶着重重压力
在村里贴出告示，告知村民 ，不收取花
圈和金钱。 同时他咨询了民政、文明办
等多个部门，不断向大家说明树葬的意
义，终于让妻子的愿望得以实现 ，这也
成为了青田首例树葬。

在夏南春的影响下，身边的不少亲
戚由一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转而支持
他的做法。 夏南春的侄子表示以后也向
夏南春学习。 夏南春的堂弟说，等他到
了 60 岁，也要栽一棵樟树，百年之后采
用相同的方式实行树葬。

省下 20 万元
成立“春晖基金”

过去在青田农村，曾一度有丧事大
操大办的习俗，费用动辄几万 ，甚至几
十万元。 树葬省去了这些开支，为此夏
南春表示，为了纪念妻子 ，他将拿出老
两口这些年省吃俭用存下的 20 万元 ，
成立“春晖基金”：“我决定用这 20 万元
基金帮助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学子。 ”

夏南春说 ：“春晖生前经常会资助
一些困难家庭的学子 ， 自己却省吃俭
用，一生简朴。 她的一条项链是多年前
侄子送的，一枚戒指是儿子送的 ，其余
几乎没有一件用品称得上为奢侈品，也
没有买过几件像样的衣服，因为节约朴
素她经常被朋友调侃。 但是她却把节省
的钱默默地资助给了最困难的孩子。 ”

对于这笔基金的使用，夏南春说他
想给母校青田县大路乡小学每年一万
元， 寻找 10 名品学兼优的孩子， 每人
1000 元。 同时在家乡附近寻找有困难的
孩子，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 此外，他还
打算给夫妻俩共同的大学———原杭州
大学（现为浙大西溪校区）捐款。

夏南春说，希望“春晖基金”就像妻
子的名字“春晖”一般，给困难的孩子们
母爱和阳光。 他会将这份关爱继续传递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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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南春与叶春晖旧照。

夏南春在家翻阅《同学录》回忆两人在一起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