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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之声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进一步增强指战员对“初心、使命”的
认知，11 月 14 日， 吉林市昌邑区消防救援
大队岔路乡中队组织开展“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为什么人、担什么责”主题讨论活动。
活动中， 首先中队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
展史作了简要说明， 帮助全体指战员了解
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然后结合自己的认识和学习体会讲述了作
为从事消防事业的共产党人， 是新制度下
消防事业的接班人也是新时代消防事业的
传承人。 最后，中队干部就目前发现的问题
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是要从消防救援队伍
为民服务的职责定位、 砥砺前行的奋进征
程中感悟初心使命。 二是要深入领会总书
记训词、牢记四句话十六字方针。 三是要坚
定信念，坚定理想抱负。 / 记者 吕闯 报道

吉林市昌邑区消防救援大队岔路乡中队
开展主题教育大讨论 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 吉林市昌邑区消
防救援大队党委坚持先学先行先改， 立足
使命，以主题教育为抓手，着力在内容上创
新、方法上求实、推出了多形式配套活动，
确保主题教育走实、走深，为全面开创消防
救援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
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是党委示范带头。
主官切实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对
主题教育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指导， 亲学、
亲抓、作表率。 二是深化理论学习。 大队指
战员坚持精学、细读、深研，每日充分利用
三个半小时，确保每日有学习、每日有收
获。 三是强化宣传引导。 大队充分利用宣
传展板、LED 显示屏等载体， 广泛宣传主
题教育内容。 四是统筹结合推进。 五是坚
持整改问效， 围绕问题做到即知即改、应
改尽改。 / 记者 吕闯 报道

吉林市昌邑区消防救援大队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活动

为使每一名指战员确实掌握总书记向
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授旗训词精神，提
高每一名队员的政治素养，11 月 21 日，永
吉消防救援中队开展相关辅导读本专题学
习。 中队指导员宰守法解读了相关辅导读
本中第四章节的相关内容， 深刻领悟习总
书记亲自授旗致训词的重大意义， 全面理
解准确把握总书记训词的丰富内涵和核心
要义、忠实践行总书记训词精神，并强调全
体人员要结合“学训词、铸忠诚、创新业、立
新功”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强学
习，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坚韧不拔
的战斗意志， 把训词精神贯彻落实到日常
生活工作中去。 学习结束后，中队全体指战
员表示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做到“四
个自信”“两个维护”，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
诚卫士，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
以力量。 / 记者 吕闯 报道

永吉消防救援中队
开展主题教育理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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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奇缺，入学两月即被“预定”
“选了这个职业，过年亲戚可能都不

让你进家门”
每周二上午 10 点，解儒都会到学校

体育馆三楼的形体教室，与其他 37 名同
学进行一个半小时的形体课练习。

“起、放、压……”跟着老师的口号，
她熟练地把腿抬到单杠上，开始压腿。

今年 9 月，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在全省首次开设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
业， 成为我国第五所开设这一专业的高
校，首次招生 38人。解儒正是其中之一。

“保持住，身体不要动。 ”老师在一旁
不断提醒。每周两次的形体课，主要是训
练学生们的站姿、坐姿，以便在面对逝者
家属时给人以端庄、肃穆的印象，形体课
老师朱玲介绍说。

“除了形体课， 学生的课程还包括
《古代祭文赏析》《挽联书法》《生命文化》
等基础文化课。 到了大二， 还有火化技
术、遗体整容等实操课，然后就是去殡仪
馆和陵园顶岗实习。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
学院健康养老学院副院长张玲说。

“今年是第一次招生，我们还担心招
不到学生，最后成功招生 38 人，22 名男
生、16 名女生， 超过了我们 30 人的预
期。”张玲说。由于人才奇缺，这些学生入
学两个月后就已被用人单位“预定”。

19 岁的解儒希望毕业后成为一名入殓
师。 然而，当她报考这个专业的时候，父
母觉得她是在开玩笑。

“我妈听了老师的介绍之后，选择了
中立的态度，但是我爸依然不改。 我爸觉
得晦气，甚至对我说，选了这个职业过年
亲戚可能都不让你进家门。 ”

比起解儒， 王晨的入学之路就轻松
许多。 在老家淮南，王晨的父亲与别人一
起经营着一家殡仪公司，提供遗体接送、
葬礼策划、火化安排等一条龙服务。 他选
择这一专业正是受到父亲工作的影响，
觉得以后好就业。

你所不了解的入殓师日常
王旭曾处理过一位因车祸身亡的逝

者，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晚上七点
在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西南方向

约 15 公里处，坐落着合肥市殡仪馆。 这
座始建于 1958 年的殡仪馆，近几年注入
了不少像王旭这样的新鲜血液。

下午两点， 整容组组长王旭准时来
到班组。他穿上蓝色防护服，戴上口罩和
橡皮手套，走进整容室。

打开铁门，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为了
保持低温的环境， 三台空调温度都已调
到最低 16 摄氏度。 在这里，他将和三位
同事一起为 22位逝者整理仪容。

次日一早， 逝者家属会来殡仪馆参

加追悼会， 王旭的工作就是让逝者能够
以最美的容颜出现在家属面前， 做最后
的道别。

确认好逝者信息、 整理好逝者衣物
之后，王旭开始对逝者面部进行清洗。 他
首先用酒精、双氧水对面部进行杀菌、清
洗， 然后用医用脱脂棉将面部液体擦拭
干净。 随后，他用镊子夹着棉花对鼻孔、
嘴部进行污物的清理， 再用新的棉花将
鼻孔堵住，将嘴部填充饱满。

“这样， 逝者脸部会显得比较饱满，
也是防止体内液体流出。 ”王旭说。

这是一位 89 岁的老人， 因病去世。
王旭先为其剃须，将头发梳理整齐，剪去
多余鬓毛，最后用彩笔进行面部化妆。 整
个过程大约持续了 20 分钟， 完成之后，
王旭左右打量着， 确认没有问题后才放
下手里的工具。此时，老人就像睡着了一
样，面容安详。

据介绍， 常规的整容大约要 20 分
钟。 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车祸、
身体腐败严重等， 处理起来可能要几个
小时甚至更久。 王旭曾处理过一位因车
祸身亡的逝者， 那天他从早上八点一直
忙到晚上七点。

“如遇到逝者嘴部张开， 眼睛睁开
的，需要用手去按摩，最后将其合上。 遇
到逝者嘴里吐水的，比如生前吃的食物、
中药等有时会上溢出来， 我们就需要用
棉花去吸干净， 然后再用新的棉花堵
住。 ”王旭说。

为了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两台空气
净化器也是开足马力全力运行。

在王旭身旁， 同事王珉珉正在为一
位 7 岁的小女孩整理仪容。 女孩死于车
祸，脸部淤青，下巴撕裂。 为了能够恢复
原貌，王珉珉先用针线把下巴缝合好，然
后在伤口涂上塑形泥，最后用油彩化妆。

化妆完毕， 有的家属要求看逝者一
眼。“有时遇到不满意的，甚至会要求我
们修改四五遍。 ”王珉珉说。

摆渡生死，他们更加珍惜当下
有人私下议论说， 小姑娘长得挺好

的，干什么不好，非要干这一行
入职三年多来，25 岁的王旭已见证

几万名逝者的遗容。 从几岁的孩童到百
岁的老人，他们有的寿终正寝，有的却英
年早逝， 他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了生命的
可贵。

“殡仪馆对我来说，就像一面社会万
象镜。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在这里都会不

经意间显露出本性的一面。 我们也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家属，有的言辞激烈，有的
通情达理， 有的情绪激动， 有的宽厚平
和。 ”

在王旭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场告别会
令人印象深刻：一对恩爱的新人，就在婚
礼举行的前一天，男方遭遇车祸离世。 悲
痛欲绝的妻子毅然决定穿上婚纱参加丈
夫的葬礼，她对着丈夫的遗容说，“尽管阴
阳两隔，可我依旧是你最美的新娘。 ”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
来。”王旭感慨。在外人看来，从事殡葬行
业一定不好找对象， 可王旭并不担心这
些。 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殡葬
技术与管理专业毕业后， 王旭一直在合
肥市殡仪馆从事火化组、遗体整容工作。
也就是在这里， 他遇到了同在合肥市殡
仪馆工作的另一半———95 后女孩许笑
晨。 他们两人用双手送走了一位位逝者，
一起见证了生死离别， 感情也一天天得
到升华。

“学会珍惜，是这份工作赠予我的最
大财富！ ”王旭说。

有一次，一位丈夫提出，他想亲自为
他 30 多岁因癌症去世的妻子整理遗容，
这让王旭有些为难， 因为这是不符合工
作规定的， 但是王旭还是向领导汇报了
此事。 领导了解情况后，决定破例同意这
位丈夫的请求。 王旭记得这位丈夫强忍
泪水，温柔地、小心翼翼地为他的亡妻清
洗头发、涂抹水乳、整理衣物……

“我们见过太多的告别，所以更加珍
惜眼前所拥有。 ”王旭说。 他和小许上班
时兢兢业业，下班后就热情拥抱生活，摄
影、美食、游戏、唱歌、运动……他们尽情
享受着生命的美好。

“工作辛苦点我们不在意，就是有点
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 ”小许说。 有一
次在告别会场外面， 有人看到她穿着工
作服，私下议论说，小姑娘长得挺好的，
干什么不好，非要干这一行。

“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做。 医生护士守
护生命，令人尊敬。 我们殡葬人守护逝者
尊严，同样应该受到理解。 ”王旭说。

每当看到“殡葬专业入学就被预定，
月入过万”这样的报道，王旭总会觉得“别
扭”。“关于收入，媒体的报道是不客观的。
我目前的收入也就五六千一个月，我们一
线的算高一点的， 因为与逝者有直接接
触，二线的司仪、灵堂布置收入更少。 ”王
旭说。“这其实也涉及价值导向问题，现在
大家觉得和死人打交道， 收入就应该高，
这实际上还是对死亡怀有恐惧和忌讳。 ”
合肥市殡葬管理处处长丁启河说。

今年 6 月 10 日，王旭和小许的爱情
修成正果，二人步入婚姻殿堂。

婚宴当天，这对“准新人”从一大早
就开始忙碌， 然而他们忙碌的身影却并
非出现在家里、酒店里，而是像往常一样
出现在殡仪馆的工作岗位上。 直到一天
工作结束，他们才急匆匆赶往酒店，举办
人生中最难忘的婚礼。

婚后第二天， 他们又早早来到工作
间，开始了新一天繁忙的工作。

尽管辛苦， 可当家属看到他们的亲
人能够恢复到生前模样而感激不已甚至
下跪致谢时，王旭和他的同事们感觉到，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新华社

90 后入殓师：

见过太多告别，更珍惜当下拥有
不参加亲友的婚喜寿宴、不主动告知别人自己的职业、不递名片不握手……很多入殓师都有特殊的“职业习惯”。
由于神秘和不可验证性，死亡常意味着阴森和不祥，大家重生避死，对一直与死亡打交道的入殓师更是有所顾忌。
不久前，“安徽一高校开设殡葬专业”的新闻，又一次把公众的视线聚焦到这一特殊群体。
他们沉着冷静，心怀柔情，用双手让冰冷的遗体重现生机，恢复生前容貌，体面离开。 然而，他们的工作却常常被人误解，“月入过万”“给死人化妆”“入学就被预定”等关键词也

成为这一群体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