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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海锋 通讯员武铁轩）4月4日，清明假期
第一天，铁路迎来旅客出行高峰。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武铁”）实行高峰线运行图，增开175列始发列车，预
计发送旅客98万人次左右，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汉口、武汉、武
昌火车站分别预计发送旅客17.8万、14.37万、12.18万人次。

4月3日15时起，武铁管内客流迅速攀升，汉口站16时30
分至17时30分一个小时内开出高铁列车21趟，平均不到3分

钟一趟。各车站迅速启动预案，汉口站将候车厅内6部扶手电
梯全部调整为上行电梯，方便旅客进站。武汉站组织志愿者加
强进出站口、电梯口等场所秩序维护，积极做好旅客乘降、中转
换乘的引导。

4月4日假期首日，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武铁计划增开
175列旅客列车，其中在前往广州、深圳、上海、杭州、成都等省
外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10列，在管内汉宜、宜万、汉十、襄渝

等热门线路增开客车165列。
武铁实时监测分析售票大数据，通过安排加开临时客车、

夜间高铁，全力满足旅客购票需求。从12306查询来看，4日除
热门时段以外，武汉至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武汉往返襄阳、
宜昌、十堰、麻城等区间仍有余票在售。5 日和6 日非紧张时
段，武铁各方向旅客列车的余票基本充足，旅客可通过错峰出
行、候补购票等方式购票。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张曼舒）4 月 4 日是清
明节，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汉民政部门了解到，祭扫人流量整
体呈现平稳态势，错峰祭扫效果显现。3 月中旬起，已有不
少市民提前错峰祭扫。各陵园的系列暖心服务也获得了市
民好评。

4日，扁担山公墓迎来祭扫高峰。上午，记者看到，志愿者
给祭扫的老人、儿童发放“暖心服务包”，帆布袋内装有纸巾、湿
巾、雨衣、水、面包。园区内设置5个便民服务点，可提供墓位
查询、充电、热水、医疗等服务。

园区内还有摆渡车循环，75岁的罗爷爷从汉口来到汉阳扫
墓，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坐上摆渡车：“对我们老年人来说，
有车乘坐方便多了。”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提供轮椅使用。此
外，自3月22日起，每天中午，园区在出口处为“一老一小”群体
提供200份爱心餐。

清明节前，龙泉山孝恩园收到市民戴女士的感谢信。戴女
士来园区扫墓时，工作人员吴志诚全程陪同，让她非常感激。
该园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园区请来医护团队对全体员工进行
AED急救培训，学习基础急救知识并模拟操作。

按照民政部门的要求，清明节期间，市内各陵园在入口广
场、祭扫集中区域等主要位置设置服务点。服务点专门为老
人、儿童及其他有需要的市民准备了“暖心包”。

为倡导文明祭扫，所有入园市民都可免费领取丝带。服务
点内提供免费轮椅，市民只需简单登记即可借用。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民政部门提前布置各项工作，
联合多部门对清明假期的各项工作进行部署。接下来将持续
强化服务保障工作，密切关注祭扫动态，确保清明祭扫活动平
稳、有序开展，为市民营造安全、温馨的祭扫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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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这是不是上好的
“春茶”和“春装”？

三月，受到“赏春花、观春风、听春
雨、喝春茶”这句话的启发，我决定开始
我的“春茶剪纸计划”。毕竟，我已经在
这个最美春日领略过春花烂漫、樱雨随
风、雨声潺潺，唯独缺了那一杯春茶的韵
味。

画好茶壶底稿，将部分镂空，一幅作
品初步诞生了。但是如果能和大自然结
合，那不就是最好的“春茶”吗？而且还
是不同口味的花茶。

我来到家附近的公园，以春花为幕，
拍出美美的“春茶”。同时，我还画了一
个小姑娘品茗的场景，结合着看更显生
动。为了应景，我在有的画上还写了文
字：“一壶花茶，满目芬芳，春韵袅袅，静
享时光”“人生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
茶，而是喝茶的心情”……

“春茶”不过瘾？我又将“春装”纳
入创意之中。将纸上画好的衣襟或装
饰部分镂空，拍出来的效果就像以春
花为装饰的华服。你们看！有身着紫
色旗袍的老太太，也有身着红裳的年
轻姑娘。

三月底，我将拍好的图片发到朋友
圈后，不少亲朋好友给我点赞，直呼“多
才多艺”，还有人说“春茶一定很有味
道！”那当然，只需一眼，仿佛就能闻到春
的气息。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真悦乐小红

“服务包”暖心摆渡车用心爱心餐贴心
武汉各大陵园周到服务获市民好评

武铁发送旅客人次创新高

高峰期每3分钟发出一趟高铁

美文

坐上这趟限定空轨，赴一场“樱你绽放”的春日
之约，连风都裹着甜意！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李玉汉

光谷之春

春风东湖樱花飘，烟蒙驿路站丰饶。
香飘满径游人醉，梦绕江城意未消。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华光初照

东湖绿道樱花

这个跟“公园20分钟效应”是一样的，
大家不拘泥于形式，更注重的是吸收自然的

磁场来疗愈内心。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阅读是首诗 点评

《“去东湖充充电”，火了》
（整理：沈欣）

@真悦乐小红的作品。

■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

3月26日，带着鲜花和点心，68岁的杨海燕又来看她的老
伴田石头了。在刻有4800多个名字的纪念碑上，她很快找到
了老伴的名字。2年前，田石头去世，家人遵照其遗愿完成了
他的遗体和眼角膜捐献，他的名字被永远刻在这里。

清明节前，位于石门峰纪念公园内的武汉遗体器官捐献
者纪念碑前摆满鲜花。3月26日，也是武汉市遗体器官捐献
者纪念日。送来这些鲜花的有逝者家属，有医学院学生，有志
愿者，还有只是路过此处的普通人。

扩建的纪念碑

这是老伴去世后，杨海燕第七次来看他。陪同杨海燕一
起来的武汉普瑞眼科医院工作人员说，在田石头中风的16年
里，杨海燕一直悉心照顾他，直到他去世。

退休前，杨海燕做过财务，开过烧烤店、服装店，2007年
田石头生病了。“医生说他只能活3个月，结果他活了16年。”

杨海燕说，生病后老伴还坚持做社区志愿者。2012年，
夫妻俩就做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登记，在国外工作的女儿原
本不同意，但后来还是尊重了父母的意愿。“我老伴说，生前没
作什么大贡献，死后就为社会作点贡献。”

这样的故事，黄顺兰每次听都格外有感触。61岁的她是
武汉市红十字爱洒人间志愿服务队的一名志愿者。2013年
起，每年纪念日前后，她和10多名志愿者都会在现场为前来
纪念的人们提供咨询、赠送鲜花、登记等服务。

黄顺兰家住石门峰附近的还建小区。在小区当保安的丈
夫听说有一户人家的小孩患有脑瘫，家庭困难，夫妻俩决定每
季度给小孩捐200元，持续了3年。直到现在，黄顺兰还坚持
义务理发，几年前她还资助了四川大凉山的一名五年级学生。

2013年，她和丈夫第一次知道遗体捐献这件事，被别人
的故事感动之余，夫妻俩也做了捐献登记。3个女儿原本不
能理解，小女儿更是抱着黄顺兰大哭，黄顺兰安慰女儿：“人死
如灯灭，不如作点贡献，后事也一切从简。”

黄顺兰说，逝者家属现场最需要他们帮助的其实是找名
字。一次，她碰到一对夫妻，因为一直没找到名字，母亲失声
痛哭。黄顺兰了解到，这对年轻的父母捐献出了8岁孩子的
遗体。黄顺兰一边帮忙找名字，一边安抚那位母亲的情绪。

也有路过这里的陌生人在听到捐献者的故事后，不仅会
献上一束花，还决定在现场登记。

2005年3月26日，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生命之光”落
成，由于捐献者越来越多，原先的纪念碑无法再容纳更多名
字，2021年进行了扩建。这里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遗体捐献纪
念性设施，将2000年以来所有捐献者姓名均用铜牌镌刻在纪
念墙上永久保存。

无言良师

看着眼前编号为Q12的白色箱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基础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赵虎有些出神，里面装着的是
同事王方的遗体。去年2月，王方因病去世后，家属遵从遗嘱
将他的遗体捐献，“生死皆为师”。

赵虎说，王方从事人体解剖学工作39年，从事遗体捐献
接受工作 21 年，2018 年退休后仍义务从事遗体捐献接受工

作。“对于每一位医学生来说，解剖学最好的老师不是临床教
授，而是这些无言良师。”

每学期的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等课程开课前，学生会
手捧鲜花，向所有“大体老师”鞠躬，表达敬意和感谢。赵虎也
会在每次的课程前告诉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不拍照，是对“大
体老师”的尊重。

从捐献者去世到成为“大体老师”，这中间需要很多人努
力。王方去世后，叶舟加入了遗体捐献接受工作。他说，捐献
者去世后，他们会等待遗体转运通知，需要24小时待命。

接受遗体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叶舟说，有的老旧小区没
有电梯，他们不得不用担架，有的楼道狭窄得连担架都不能转弯
时，他们就几人合力抬着，“但无论如何不能让遗体磕着碰着”。

到达接受站后，遗体需要经过防腐保存处理才能达到教
学要求。防腐处理的过程不容易，赵虎和他的同事不得不面
对化学物质可能带来的伤害。一次，赵虎走出实验室后发现
眼前变得白茫茫一片，他的视力一度降至0.01。

在解剖学系的教室里写着这样一段解剖学誓词：无言良
师，授吾医理；敬若先贤，临如活体；正心恭行，追深辨细；德彰
术精，修成大医。

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位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捐献者家
属接待室里，长江日报记者对器官捐献协调员阳雨的采访，开
始后不久就不得不停止。手机铃声响起，一位处于维护期间
的器官捐献者突然出现血压下降，阳雨快速冲了出去。

和用于教学、科研的遗体捐献不同，器官捐献用于挽救生

命，要和时间赛跑。护理专业毕业的阳雨坦言，在成为协调员
的头几年，难以独自面对捐献者家属。

“在捐献者家属最难度过的那个时刻，我们需要他们完成
签字等一系列流程，这是协调员这份工作最煎熬的地方。”煎熬
的时刻里，阳雨仍希望带给捐献者家属一些慰藉。她会留下一
根捐献者的头发做成纪念品，送给家属当念想，也会努力宽慰
那些崩溃中的家属“捐献者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

一面是死亡，另一面是新生。最让阳雨动容的是一位捐
献者家属摸着器官转运箱对她说的一段话：这个年我们是过
不好了，但是会有其他几个家庭得到希望、得到新生，我希望
他们能过个好年。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而能
够获得移植机会的“幸运者”仅在2万人左右。

2000年3月，武汉市正式开展遗体及器官捐献工作。那
天，6 位市民领取了捐献志愿者登记表，成为首批捐献志愿
者，他们还一起到汉口小桃园喝了碗鸡汤以示纪念。在遗体
捐献还被忌讳谈论的年代，这6位市民鼓起了巨大的勇气。

在武汉市红十字会网站上，有一个遗体及器官捐献者网上
墓园，上面记录着这些捐献者的生平故事。他们中有退役老战
士，有售票员，有教师，有医生，有大学生……一位18岁的女
孩为了捐献眼角膜，在生前最后时刻拒绝看电视，甚至拒绝流
眼泪；一位捐献者生前写下《不为高尚》的日志——不为高尚，
仅仅了却内心对科学的心愿。他们，都是善良的普通人。

到今年3月，武汉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人数达8.2万
人，累计实现了遗体、器官、组织捐献5300余例。

在武汉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一角，有人放置了一张卡
片，上面写满诗句，诗的名字叫《生命礼赞》。

4800个名字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这里建有全国最大遗体捐献纪念碑

志愿者向武汉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献花。 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