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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骨灰问题，全国各地都有，
尤其是大中城市。余姚市民政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胡文书告诉记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现象
正在逐渐减少，像这几年余姚无主
骨灰下降速度十分明显，希望未来
这个数字是零。”

让钱剑波颇感安慰的，不只是
每年无主骨灰数量的减少，而是这
个项目衍生出来的死亡教育。钱剑
波告诉记者，早年间开展这个项目，
总有不少家长忌讳。“而现在这种情
况越来越少。”

记者在现场见到了韩静安、韩
钦宇父子。“孩子前两天跟我们说了
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跟他妈妈都非
常支持他。无论从生态角度、爱心
角度，还是培养人生观的角度，这都

是一次非常好的生命教育机会，所
以我陪着他一起来了。”父亲韩静安
说。

儿子韩钦宇也表示：“我觉得这
是一次很珍贵的经历，让我知道珍
惜当下，对生命要敬畏。”

2023年 7月底，余姚四中参加
了第十四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示
会。义冢项目轰动全场，获特等奖
第一名。评委汪敏教授说：“这样的
项目，只要在做，就了不起。”

记者了解到，之前由于墓地的
局限性，只能分批安置，2023年余姚
市政府正在规划一个大型的国资经
营的公墓，将开辟一个无名逝者区
块，无名骨灰生态葬的进度就会加
快，预计该项目今年下半年完成。
记者 万建刚 林涵茜 王伟 文/摄

““这样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只要在做只要在做，，就了不起就了不起””

为无名逝者为无名逝者““安家安家””
这群中学生已坚持了10年

同学们将白黄两色的菊花洒下。

余姚市无名逝者之墓。

500 多年前，王守仁
在贵州埋葬客死他乡之
人，并写祭文《瘗旅文》；
500 多年后，在他的家乡
余姚，一群热血的学生正
在践行他的义举。

3 月 30 日，距离清明
节还有5天，春和景明，惠
风和畅，余姚市第一公墓
入口处，一场无主骨灰公
益生态葬的仪式正在这里
进行。

余姚市第四高级中学
的 19位同学，在钱剑波老
师的带领下，延续着学校
往年传统，与余姚市民政
局工作人员共同整理着十
多年无人认领的骨灰，以
生态葬的方式，让他们入
土为安。

这个由高中生参与发
起的公益生态葬项目，已
历时 10年，帮 189名无名
逝者找到归宿。据悉，
2023年，余姚市政府已规
划一大型的公墓，将开辟
一个无名逝者区块，预计
该项目今年下半年完成。

已下葬
189名无名逝者

中午 12 时，同学们先前
往殡仪馆接灵，把红布包裹的
骨灰放入收纳箱中，再盖上红
布，抬上灵车，并送到墓园。

“这批拟入葬的骨灰是 2004
年、2005年的，差不多有20年
的时间了。”钱剑波是余姚市
第四高级中学综合实践课程
的教师，也是这个项目的学校
负责人。他教授的综合实践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探索各类
社会现象。

约半小时后，一行人抵达
余姚市第一公墓。葱茏的树木
下，一个约2平方米的墓穴用
石栏相砌而成，碑上无名，只写
着“余姚市无名逝者之墓”几
字。随后，学生一起将骨灰放
进墓穴，将白黄两色的菊花花
瓣剥落、洒下，再覆盖上一层黄
土。所有参与者在墓碑前三鞠
躬，默哀并献上鲜花。

叶宸熙是高二学生，拿到
骨灰包后，触景生情，大颗大颗
的眼泪夺眶而出。“爷爷5年前
过世，我想他了。”她向记者感
叹，谁能想到这些无主骨灰，也
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有一句话说，死亡不是永
别，遗忘才是。可是这些人连
被遗忘的机会也没有，我为他
们难过。”叶宸熙说。

杨柳依依、哀思缕缕。无
名逝者在这里，以另一种方式
留在世界。源于自然，归于自
然。

“2018 年下葬 40名无名
逝者，2019年26名，2020年因
为疫情停了一年，2021年 36
名，2022年 11名，2023年 41
名，今年35名。”钱剑波告诉记
者，自2018年以来，已经下葬
189名无名逝者。

为无名逝者举行树葬的想
法，源于余姚四中学生的一项社
会调查。

2014年，余姚四中2016届5班
严梦妮、孙钶等同学在调查余姚墓地
费用时，得知殡仪馆里存有大量无人
认领的骨灰。何种情况下判定为无
主骨灰呢？余姚市殡仪馆工作人员
廖期鹏给出了解释，一般情况分为三
种：家属自动放弃的骨灰、寄存后没
有续费的骨灰以及无名氏死亡后经
公安机关开具火化证明后的骨灰。

因为当时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
殡葬条例中都没有具体的管理条
文，造成殡仪馆无法处理，大量积
压。馆内曾有600余袋（盒）无主骨
灰，最长年限有的已超过了30年。

她们随即展开课题研究，通过
调查和走访，了解余姚无主骨灰和
生态墓园的基本情况，建议政府设
立义冢，将无人认领的骨灰，以树
葬、海葬或者其他生态葬形式入葬，
减轻殡仪馆压力，弘扬人文关怀，提
升城市品位。

在大家协力推动下，2018年，余
姚开始了第一届无主骨灰公益生态
葬，共下葬40名无名逝者。

“编号[20030802021]，邹某某，
男，18岁，贵州纳雍县人。”余姚四中
高二学生祁嘉逞告诉记者，这是他
参加项目后了解的一名无名逝者，
死于2003年。“一张火化单，就成了
千里异乡人。作为跨时空的同龄
人，我们总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2015年，项目组拟了一份《关
于建设余姚义冢的建议》给余姚市
民政局，希望以生态葬的方式，安葬
这些无主骨灰。”钱剑波说，直到
2018年浙江省殡葬改革的相关条例
出台，余姚民政局以此为契机，“衍
生”了政策依据，“义冢”项目才得以
施行。

“前期4年的走访调查是义冢
1.0版本，2018年第一届无主骨灰公
益生态葬是‘从无到有’的质变，是
2.0版本。2018年以后，生态葬就成
了惯例，我们称之为3.0版本。”钱剑
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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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续10年的“约定” 一棒接着一棒

把无名骨灰抬进余姚市第一公墓。

余姚已规划一大型公墓项目
将开辟一个无名逝者区块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