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有强 罗筱晓
在百合、 白菊和白玫瑰装点出的白色背

景里，10 多个 1.5 米高的相片架两边排开，上
面挂着一对夫妻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的合
影。 这些照片犹如凝固的时光， 记录了他们
50 年婚姻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

然而这庄重而温馨的场合， 并不是他们
的金婚纪念典礼， 而是这对老夫妻的合葬仪
式。 “老爷爷老奶奶相隔几年先后去世，按照
他们的遗愿，我们策划了这场葬礼。 ”陈晨是
一名殡仪策划师，今年 25 岁的她已经为数百
位逝者策划过各式各样的葬礼。

《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5 版）》显
示，截至 2013 年底，像陈晨这样的殡葬职工，
我国共有 80768 人， 其中有不少是从农村来
到城市。 他们为何选择这个常人颇为“忌讳”
的职业， 这份工作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
影响？清明节前夕，《工人日报》记者走近了这
一“特殊”的群体。

“每个人在生命的终点，
都应该拥有体面和尊严”

每年清明节前后， 都是陈晨最忙碌的时

候。 这个从内蒙古农村来到北京的姑娘告诉
记者，最近她每天都能接到十几个电话，请她
帮忙做殡仪或葬礼策划。

死亡和殡葬， 是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
话题，但对陈晨来说，这个行业却是她出于内
心的选择。

17 岁那年， 陈晨的姥爷罹患癌症离世。
她赶到医院 ， 却目睹了更令她难受的一
幕———姥爷的遗体已被推离了病床， 被白布
覆盖着，停靠在嘈杂的走廊里。

“每个人在生命的终点，都应该拥有体
面和尊严”， 这样的感触让陈晨毫不犹豫地
将殡仪作为高考的第一志愿专业。 防腐、化
妆、接运、火化、安葬……2010 年，在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系，陈晨开始了殡仪策
划师的生涯。

作为陈晨的师兄和在 “互联网殡葬服务
平台爱佑汇”的同事，张迪选择殡葬行业，则
更多是出于市场需求的考虑。

2007 年高考时，出生于北京大兴农村家
庭的张迪，理性分析了自己能够报考的学校
和专业，最后“独辟蹊径”选择了长沙民政职
业技术学院的殡仪技术管理专业：“虽然这
是一个冷门专业， 但当时的从业者素质较
低， 所以我觉得从正规学校毕业的人才一定

会很抢手。 ”
事实证明张迪的判断是正确的。 大学毕

业回到北京，因为有专业技术，6 年间他先后
在陵园、医院太平间、殡葬服务公司做过渠道
销售、陵园接待、遗体整容、殡仪主持人、殡仪
策划等工作。

同样是毕业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说起自己的选择，张恩光却直接用了“乌龙”
两个字来总结。

在新疆乌鲁木齐农村长大的张恩光，从
小喜欢设计。2012 年高考填报志愿时，一个叫
“陵园设计与管理” 的专业吸引了他的注意。
哪知到了学校他才发现，原来此“陵园”非彼
“林园”。 由于这个失误，大学期间他一直对殡
葬有抵触情绪，觉得它“冷飕飕的、没那么阳
光”，直到一次实习，他才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大三那年， 张恩光到福州的一家殡仪公
司实习，第一次接触了亲人之外的逝者。还没
走近遗体，他就开始冒冷汗，手脚发抖，可当
他看到逝者的脸时却发现，“并没那么可怕，
甚至可以看到慈祥和宁静”。 就这样，当接触
的逝者越来越多后， 张恩光慢慢适应并喜欢
上了这份工作，并在成都落脚。

“殡仪馆？ 不去，不去”

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适应，由于行
业的特殊性， 对这些每日与白事打交道的年
轻人来说， 面对来自外界的偏见和误解都是
一堂必修课。

“晦气”是他们最经常听到的字眼。 张恩
光回忆说，有一次夜里 8 点多，殡仪馆打电话
来让他去给一位逝者化妆。由于路程较远，出

门后他拦了一辆出租车， 但他刚报出 “殡仪
馆” 的名字， 司机立马就朝他摆手说：“殡仪
馆？ 不去，不去。 ”

或许是为了避免“不吉利”，殡葬工很少
接到婚宴、满月等喜事的请帖。 久而久之，行
业内部在与外界打交道时也形成了诸多 “行
规”：“比如我们不会对客户说‘以后有事再找
我’，也不会说‘再见’，甚至也很少主动给别
人递名片”，张恩光表示，自从做了这一行，自
己的人际圈就变得很狭小了。

相较于“忌讳”，最让陈晨无法释然的是
外界对殡葬工的误解。她告诉记者，有一次有
客户半夜打来咨询电话， 她好意提议第二天
白天再商量具体细节，对方却冷冷地表示：你
不是 24 小时等着赚钱吗？“近年来确实有‘黑
色暴利’事件的发生，但在行业里认认真真付
出的人，却好像总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陈晨
的语气透露着少见的委屈。

职业的影响甚至还渗透到了殡葬工的生
活中。 有北京户口，收入也不错，张迪的个人
问题本该很好解决， 但很多女孩子一听说他
是从事殡葬工作的，直接撂下一句“成天跟死
人打交道，多可怕啊！ ”就转身走了。

民政部发布的《殡葬绿皮书》中指出，因
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加上缺乏有效的社会
网络支持， 殡葬职工心理健康状况堪忧，有
“轻度心理问题”和“严重心理问题”的人占到
该项调查受访者的 47.34%，几乎达到了半数。

“对逝者用心，是为了告慰生者”

尽管常常遭到质疑误解 ， 但陈晨始终
记得电影《入殓师》中的一句话：“让已经冰

冷的人重新焕发生机，给他永恒的美丽。 ”
每当逝去的生命经过她的双手体面地走向
彼岸， 她都会更加坚定自己选择这一行的
决心。

陈晨记得， 有一次殡仪馆里送来了一
位警察的遗体， 这名男子因为在工作中被
汽车刮倒 、拖拽而不幸殉职 。 由于面部受
损严重，他的容貌已经很难辨认。 男子的姑
姑给了陈晨一张男子生前的照片，照片上的
人笑得很灿烂。 陈晨把照片放在工作台前，
先用棉花蘸着药水， 轻柔地擦拭逝者的面
部 ，然后对照着照片 ，手中捏着塑泥 ，修复
男子的鼻梁 、眼睛 、嘴巴 ，最后打粉底 ，涂
腮红、口红……

在她的手里，男子的脸渐渐完整，恢复
了往日的帅气。“当男子的家人向我致谢时，
我终于知道，我对逝者的用心，其实是告慰
了活着的人，摆渡生命大概是这个工作最大
的意义。 ”

工作近一年，面对诸多的偏见和不理解，
张恩光已经从刚开始的气愤转变到 “看得
开”，他甚至觉得，在见证了一场又一场的告
别仪式后， 这份工作让他比很多人更早懂得
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真的很脆弱， 意外和死
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这让我不再浪费时间
去纠结别人的认同与不认同， 而是专注于自
己的人生。 ”

如今，张迪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 在
他眼里，这份工作已经越来越变成一个平凡
的职业，他也从未因自己当初“理性”的选择
而后悔，“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 别人不
愿干的活，我们来干，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
贡献吧”。

本报记者 吴雪君
本报通讯员 许欣
天蒙蒙亮， 海口经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21 岁的大三女生厍小梅就匆匆往校外赶 。
“都约定好了的，去迟了他们该失望了。”在公
交站等车的厍小梅有点腼腆地笑了笑。

自去年 8 月以来，为了与两个脑瘫少年的
约定，厍小梅每逢周末都一早从桂林洋校区出
发，赶到几十公里外的海口龙泉镇，给两名脑
瘫患者义务上课。

义务补课，不收一分钱
“姐姐，你来了！ ”一看到厍小梅的身影，

在家门口期盼许久的小英立马挥起了右手，
推着轮椅迎了上来。

小英今年 17 岁，是龙泉中心学校六年级
的学生。 因为早产， 出生后不久就诊断出脑
瘫，一直到现在，她的双腿无力，左手也不灵
活，穿衣服、洗头发、写字全都用右手。

2015 年暑假，为了挣学费，厍小梅四处
找家教。 一天，她接到一个电话，是小英打来
的。 在约定的地点，当看着小英踮着脚尖，一
瘸一拐地走来时，厍小梅当即决定，要帮小英
义务补课，不收她一分钱。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感觉自己进步很
大的小英对厍小梅说， 村里还有一个叫小彪
的残疾男孩，好多年都没上学了，如果可以，

希望厍小梅也能帮助他。
这名叫小彪的 17 岁少年，因患脑瘫行动

不便、言语含糊，只上过一年学，此后几乎没
有出过家门。 厍小梅记得，第一次见小彪时，
不论自己怎样引导， 有严重自闭倾向的小彪
始终一声不吭，可当小梅第二次再来时，小彪
却咧嘴对她笑了。

在小彪简陋的房间里， 记者看到一份智能
拼音有声挂图， 这是厍小梅送给小彪的礼物之
一。 厍小梅说，这 7年他一直没看过课本，连小
学一年级学过的汉语拼音也忘光了。为此，她买
来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一节一节地给小彪上课。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地多教你们
一些知识，告诉你们一些道理，我们现在生活

在互联网时代， 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知道天
下事，很多残疾人都已经通过互联网创了业，
改变了命运，你们要有信心。 ”听到厍小梅这
番话，小英和小彪的眼睛亮了。

体会过不易，才更想帮他们
厍小梅每周给两个脑瘫少年义务补课，

是因为她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来自甘肃平凉偏远山区的厍小梅出生在

一个贫困家庭，母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她
有个姐姐大她 8 岁，由于小脑发育不全，走路
不稳。当厍小梅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每天要搀
着姐姐上下学，遇到天气不好，就得背着。 学
校离家很远，要走 5 公里山路。就这样背着残

疾的姐姐读完了小学，又读完了初中。 “正因
为我亲身体验过残疾人求学不易，所以，在力
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帮助他们。 ”厍小
梅说。

记者从海口经济学院团委了解到， 厍小
梅的个人经历很励志，学校刚刚推荐她参加
了 2015 年度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评选。

“她上大学从来没问家里要过钱，无论学
费、生活费，全都是自己挣的。 她经常利用课
余时间兼职，做过食堂打菜员、家教，卖过电
话卡，发过宣传单……有一年暑假，她一连打
了 3 份工。 ” 厍小梅所在班级的辅导员黄甲
说，幼时艰辛求学的经历，让小梅养成了吃苦
耐劳、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也铸就了她坚忍
不拔、自强不息的品格。

在身边同学的印象中，可能是因为从小
照顾姐姐的关系， 厍小梅习惯于为别人着
想，热心公益。 进入大学以来，她组织并参与
桂林洋中学、攀丹小学、福山小学、龙泉中学
等学校的志愿支教活动， 先后获得 2014 年
海南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优秀志愿团队、
2015 年度海南省志愿服务大赛铜奖等荣誉。

东莞工厂年轻人称
不担心被机器人换掉

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五）
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

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哪些材料？

（1）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提供如下材料：
①病人的职业史；
②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③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职业病是一种病因明确的疾病， 病因即

职业病危害因素。
在职业病诊断过程中， 首先需要确定病

人究竟有无疾病，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判定疾
病是否由于职业接触所引起， 即健康损害是
否与职业活动有因果关系。

（2）如何判定劳动者所患疾病是否与职
业活动有关？

①一方面要确定工作场所是否存在职
业病危害因素，这些职业病危害因素引起的
健康损害是否与劳动者所患疾病的医学表
现一致；

②另一方面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所患

疾病是由于职业活动所引起。 由以上看出，
职业病诊断是一种疾病的归因诊断。职业病
诊断、鉴定过程中，既需要病人的临床表现
和辅助检查结果，也需要通过调查分析病人
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以及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确定所患疾病是否与
职业活动有关，同时还可以确定承担责任的
主体。

因此，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的这一属
性，决定了职业病诊断、鉴定过程中需要当
事人各方提供相关材料，这些材料既包括病
人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也包括用
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等。

职业病诊断时为什么要提供职业
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劳动者的职业史，即劳动者从事过的职
业及从业期限。职业病的发病与劳动者所从
事的特定职业密切相关，只有从事接触职业
病危害的工作达到一定的期限，才有可能发
生职业病。

因此，职业病诊断时，首先要了解、分析
病人的职业史，通过分析劳动者所从事的职
业以及期限，将那些因工作以外的原因而导
致的疾病排除在职业病范围之外。职业病危

害接触史是指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的种
类以及接触的时间长短。

职业病是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
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
引起的疾病。 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的类型
（包括有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 接触时
间，对于准确作出职业病诊断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职业活动中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是
职业病产生的客观条件，没有职业病危害因
素，不可能产生职业病，有职业病危害因素，
但是劳动者没有接触史，也不可能产生职业
病。

因此，职业病诊断时需要提供职业病危
害接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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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夕走近殡葬工群体

广东东莞，曾经的“世界工厂”，因其强大
的需求，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 如今，东莞开
始向着智能制造转型，告别过去简单、粗放的
生产。 然而，“机器人”终究不能取代人，依然
有无数的年轻人在此奋斗着，他们每天操控
着这些智能设备，为东莞的发展奉献自己的
青春和力量。

稻草人 摄/视觉中国

21 岁姑娘和她的脑瘫“学生”
厍小梅与两名少年约定，每周末都赶到几十公里外的镇上，给他们义务上课

▲3 月 23 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的遗体沐浴室，殡葬职工正在展示如何为“逝者”（由职
工扮演）沐浴。 其中，男性职工正在为“逝者”修剪指甲，女性职工正在为“逝者”洗脸。

本报记者 周有强 摄

农民工创办
免费开放的
“家庭文化站”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魏爽）
“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
市柯鲁柯镇民乐村的一家二层小楼上书
声琅琅。 闻声上楼，近百名村民围坐一起，
大声朗诵《弟子规》。 这是一座由一名农民工
私人创办、免费向村民开放的“家庭文化站”。

“今天我们讲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
的‘凡人善举’故事：14 岁少年甘生东，危
急时刻， 用宝贵的生命托起了另一条生
命的重量，这位少年和我们一个村，大家
要向他学习……”这是“家庭文化站”创
始人李德成讲道德故事时的开场白。

今年 37 岁的土族汉子李德成，中等
身材， 面容清瘦， 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
民。他是青海省“最美家庭”中的成员，也
是德令哈市传统文化推广教育中心的一
名志愿者。

现在村里的青壮年劳力普遍外出打
工了，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虽然村民的
生活条件好了，但却少了温情和包容，这
些问题不是用钱能解决的，还是需要通
过传统文化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思想
认识和行为修养。

谈起创办“家庭文化站”的初衷，李
德成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应当让
村民以学习“孝”为核心，通过“日行一
善”等活动，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树立
道德风范，淳化社会风气。

两年前，李德成夫妇用多年外出打工
积攒下来的钱，投入 14 万元，盖起两层小
楼房，建起了这座“家庭文化站”，村里老
人终于有了活动的场所，平日里聚在一起
拉拉家常，唱段小曲。 孩子们通过学习传
统文化，渐渐地变得懂事乖巧起来。

“以前我们在家说话都是大嗓门 ，
而且和媳妇经常吵架，现在我们一家三
口都学《弟子规》，儿子听话了，家庭和睦
了，这都是托‘家庭文化站’的福。”村民
冶长林说。

2015 年 2 月 ， 李德成专门邀请到
两位道德模范给村民讲授 《家庭伦理
道德》。 在当地妇联的支持下 ，德令哈
市“少儿公益夏令营”也在二层小楼里
正式启动。 道德模范来了，亲子活动有
了，“家庭文化站”火起来了。

“开始我觉得这种形式对老年人没
啥用，可学了几期下来，很是受益，原来
脾气不好，现在遇事不乱发脾气了，心情
很舒畅。 ”75 岁的村民卫达老人一家都
参加过李德成的“家庭文化站”学习，老
人不但自己喜欢上了这里， 儿孙们也主
动当起了文化站里的志愿者。

在李德成的带动下，村里 20 多名村
民还自愿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 自发
宣传推广传统文化，调解家庭矛盾，帮助
困难家庭，仁德、孝德、诚德、爱德的“四
德”文化种子撒遍了民乐村。

农民 李 德 成 也 朝 着 把 民 乐 村 建
成德令哈市首个“孝亲示范村”的梦想
努力践行……

侯马车务段用心服务农民工

本报讯 日前，面对春季务工流激增，太
原铁路局侯马车务段提早动手，开展定向服
务，确保客流高峰期的平稳有序。 据悉，该段
设专人 24 小时不间断更新官方微博发布车
次余票信息，方便农民工集体购票出行；为管
内客流集中的客运站增添站台照明灯、 饮水
机、小药箱等出行设施 ；开辟农民工绿色通
道，组织青年志愿者成立旅客咨询、售票、乘
降服务分队，为农民工提供服务。 管内各高
铁站特别推出了“三导三帮”服务措施，为外
出务工人员提供长途公交导向、中转换车导
乘、餐饮商品导购及重点帮携、需求帮服、物
品帮转等服务项目，最大限度满足农民工出
行需求。 （畅永嘉）

午夜的紧急救援

本报讯“82354 次列车运行至张集线古营
盘站至西土城站间上行线 126Km+239m 处列
车分离，占用区间，影响续行 K274 次客车行
车，请求救援！ ”深夜，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宁车
务段调度室和所属西土城站车站值班员朱少
苍请求支援。 段长刘辉第一时间坐镇，副段长
史瑜带领的机关救援组向 40公里外的救援点进
发；西土城站站长立即带齐应急备品和职工冲入
瑟瑟寒风中摸黑急行军 4公里赶赴现场......

“简略试验完毕，具备发车条件。”2 时 42
分，随着值班员一声令下，两辆被喊停的续行
列车相继通过，线路恢复正常。 （乔露静）

我国将摸清农村留守儿童底数

本报讯（记者车辉）记者 3 月 ２９ 日获悉，
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将从 29 日起至 ７ 月
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
排查工作，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库。

此次开展的摸底排查工作总体目标，就
是全面、 清晰地掌握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规
模、分布区域、结构状况，及时掌握农村留守
儿童的家庭组成、生活照料、教育就学等基
本信息，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库，并健全
信息报送机制，为细化完善关爱保护政策措
施，加强关爱服务力量调配和资源整合提供
基础数据支持，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实效。

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介绍，
此次摸底排查的对象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
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 无法与父
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 16 周岁农村户籍未
成年人。 排查内容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出生日
期、性别、民族、就学、户口登记、公民身份号
码、身体状况、居住地址、寄宿情况等基本信
息，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况、父母务工地点、
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受委托监护人基本情况、
村（居）民委员会联系人和本行政区域农村户
籍人口中不满 １６ 周岁未成年人数量。

从 2015 年 7 月至今，中国铁建二十二局
集团四公司上海松江现代有轨电车示范工程
T2 一标项目部近百名农民工参加了夜校等
各种培训。 图为项目部职工夜校一角。

本报特约通讯员 武新才 摄

工地建起农民工夜校

�在东方亮彩精密技术公司的生产区，每个年轻人负责一台机器。 在中泰模具厂，两名工人正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