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生的时光总会结束，但生命的故事却永
不止息。电影《人生大事》中，演绎了巷陌殡葬师的日常，释放出关乎生
与死的沉重话题。死亡的庄严与临别的温情从来就不是相互分离的，生

死与爱恨同为人生大事，引发了人们的共情。
清明时节，缅怀先人，敬畏生命。
入殓师、殡仪礼仪师、殡葬接线员、职业“守墓人”……他们怀着敬畏之心，送

别人生的最后一程，守护生命终点的尊严，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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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生命终点的尊尊

殡葬接线员
“话疗师”用声音抚慰悲伤

“您好！96000热线为您服务。”短短几个
字的开场白，何令每天要重复说上几十遍。每
一遍，都意味着一次离别。今年28岁的何令，是
96000殡葬服务热线的一名接线员，她的工作
日常，就是为失去至亲的市民提供咨询服务、安
排车辆、服务回访等殡葬服务。

殡葬服务热线，是这个行业里第一个与死亡
直面的环节。在96000热线室，接电话的清一色
是年轻女孩，阳光、热情、积极，平均年龄27岁。
24小时在线的她们，用声音抚慰悲伤，守护生命
的“最后一程”。她们，也被称为“话疗师”。

4月4日上午9时许，走进重庆市殡葬事业
管理中心的96000热线室，朝西的屋子不算太
大，但光线格外明亮。“丁零零——”电话铃声响
起，划破原有的寂静，坐在格子间里的何令戴上
耳麦，接起电话。耐心听完电话那头的讲述，她
轻声问出，“需要给您安排遗体运送吗？”声音透
着一股沉着安稳的力量，对方回复后，她停顿半
秒，说完“需要记录下您的信息”之后，手指飞快
地在键盘上敲击。

几分钟后，何令挂掉电话，转头和记者交谈，
这个28岁的女孩化着淡妆，和接电话时的克制不
同，她讲话时嘴巴眼睛会弯弯翘起，爽朗而自信。

“我们接电话的时候，不能过于欢快，也不
能太过悲伤。”在何令看来，每次接电话，都是一
次心灵的沟通，温情、细腻、专业都很重要，所
以，声音、语气的拿捏显得格外重要。

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不像想象中容易。
“办理火化的手续需提供哪些证件？”“公墓的

使用年限有什么规定？”……面对来电咨询者的问
题，需要接线员对殡葬政策、殡葬行业深入了解。

上岗前，何令进行了1个多月的培训，上班
下班都在学习、记笔记。在何令的桌子上，摆着
厚厚一叠殡葬行业规范资料，边角磨得有些发
黄，方便随时查阅。从2019年入行至今已有4
年，如今的何令，已能从容不迫地为来电者答疑
解惑，“脑子里需要熟记各种政策问题，才能更
好地为大家解答。”

工作之余，何令会通过看剧、逛街、骑行的
方式让自己放松，“我喜欢看悬疑片、去剧场听
听‘脱口秀’，来放松心情。”最让何令宽慰的是，
家里人对自己这份工作都很支持，有亲人问起
她在做什么，大多数时候都会得到积极的反
馈。何令说，能在来电者最需要的时候给予陪
伴、给予帮助，是工作中的最大成就。

“我们热线总共有17名员工，其中有11名接
线员平均每天要接100多通来电。”96000殡葬服
务热线业务专员李松芝告诉记者，正是有了大家
的坚守，才让96000殡葬服务热线24小时畅通。

96000重庆殡葬服务热线成立于2014年12
月，是西南地区首条殡葬服务热线。热线自开通
以来，截至2023年2月，共接听群众来电14万通。

“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能帮助别人解决问
题、抚慰逝者亲属的情绪，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何令说。

职业“守墓人”
让“生死屏障”变得更柔软

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但谈及死亡，大家
往往有所避讳，甚至连带着忌讳“和死亡有关的
人”。因此，殡葬行业一度也成为“冷门”行业。

但18岁的周萍，选择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陵
园“守墓人”，这一做，便是23年。

2001年，从职业学校毕业的周萍，站在了
找工作的十字路口。而彼时，就在离家不远处
的灵安陵园正在招聘接待人员，从小就“胆子
大”的周萍决定试一试。

“除了自己不排斥，家人的支持也是我从事
这个行业的最大动力。”周萍介绍，当时，人们对
殡葬行业的忌讳，让自己也有过压力。

比如，别人常常会惊讶地问她“你不害怕
呀”“干嘛不换份工作”。而她自己，也把握着

“分寸感”，默默地遵守着行业内的一些习惯
——不主动去参加亲朋的“喜宴”；与人道别时
不说“再见”……

但每逢此时，比周萍早一年“入行”的父亲
总是不断开导她：“你又没干啥坏事，我们这是
在做善事，不要有心理压力，只要你喜欢就只管
做下去。”

于是，这些年，周萍不但没换工作，还从接
待员、礼仪师到墓地销售……把陵园各项工作
做了个遍。手捧陌生人骨灰盒、深夜巡逻墓地，
乃至夜宿存放骨灰的“骨灵堂”楼下，这些旁人
听起来就害怕的事情，成了她和同事们的日常。

近年来，随着“云祭扫”等服务兴起，周萍和
同事们又多了一项工作——代客祭扫。最多的
时候，一天要祭扫十余个墓位，在那些熟悉又陌
生的墓碑前，鞠躬上百次，尽最大努力将委托人
对逝者的哀思传递好，用心守护每一份嘱托。

虽在陵园每天不断地重复经历，见证不同的
离别，但说起一个个场景，周萍依旧会有不同的
触动，忍不住眼眶湿润。“每一座墓里其实都是别
人思念的人，我的爷爷奶奶也安葬在陵园。”

这样的共情，也让周萍对这个行业有了更
深的理解。

“我们服务的是‘两个世界的人’，不仅要让
逝者安息，更要带给生者慰藉。”周萍说，做这个
行业越久，也给自己带来更多关于生命的思
考。“每天见证生离死别，会让你以更平和的心
态来看待生死，但同时，你也会更敬畏生命，学
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天，珍惜身边的每个人。”

在陵园工作20余年，周萍不仅在这一行感
受到了给予他人慰藉的价值感，也见证了行业
的悄然变化。

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人们
对待生命也有了不同理解。一个明显的变化，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厚养薄葬”的观念，不
少人开始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方式，通过树葬、花
葬、草坪葬等生态安葬法，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
延续，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如今陵园节地生态
葬占比已达33.8%以上。

让周萍更为欣喜的是，在这个稍显沉重的行
业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年轻面孔。

殡仪礼仪师
给生命一场暖心告别

外形清秀的00后焦俊豪，是个热爱生活、
兴趣广泛的大男孩，打球、爬山、唱歌都不在话
下。不一样的是焦俊豪的职业，在“喜谈生、忌谈
死”的传统中，他承担着“生命摆渡人”的角色。

就职于福寿园旗下重庆安乐堂的焦俊豪，
是一名殡仪礼仪师，为逝者化妆、布置灵堂、主
持告别会……给生命一场“暖心告别”，给予逝
者家属最后的慰藉。

“我是学现代殡仪与管理专业的，算是‘科
班’出身。”小焦谈起自己的职业，爽朗地说，“最
初选择这个专业，就觉得自己胆子够大，对这个
行业充满好奇。”

但是小焦的选择，最初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
对：“你将来在殡葬行业上班，怎么找对象哟！”

“放心吧，您的儿子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勤
奋上进，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小焦发自内心的
这句话，让父亲很受触动，同意了儿子的选择。

“以前在学校，同学对这个专业并没有避
讳，朋友更是很理解我。”小焦说，身边要好的朋
友都知道他是学殡葬的，聚会、宴请都没有区别
对待，“感觉现在年轻人的观念比较开放，这点
我和家人都非常欣慰”。

2020年夏，小焦在安乐堂实习时，第一次
真正接触陌生逝者。七八月的重庆，天气炎热。
这天，小焦和同事们一起，坐着车去接逝者。闷
热的车厢里，小焦攥着双手，手心一直出汗。

“第一次接触逝者，还是很紧张的，即便做
好了心理准备，还是有些许害怕。”小焦说，上楼
进屋后，家属们都沉浸在悲痛中，礼仪师要给逝
者净身穿衣，并与家属沟通后事办理，再运往治
丧中心。“出发前，前辈们就曾提醒我，出门时尤
为关键，千万要稳，不能手滑。”

“即便是在夏天，遗体冰冰凉凉的，当手放
上去的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了逝者的温度。”小
焦说，虽然是第一次，但稳稳地做好每一个环
节。“当看到逝者家属深深鞠躬表达谢意时，我
的心灵受到了触动，我们对逝者的尊重，是对家
属最好的安慰。”

当了殡仪礼仪师后，年纪轻轻的小焦格外
沉稳，这份工作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2021年清明节，安乐堂举办了集体祭祀仪
式。当时，小焦看到一名家属落寞悲伤的眼神，
盯着骨灰盒上逝者的照片，仪式结束，他也是最
后一个离开的。“这样的场景，让我格外动容。”

在小焦看来，对于礼仪师而言，这可能只是
千万场告别仪式的其中一场，而对于逝者和亲
人来说，这却是他们的“人生大事”。

在工作中，小焦也总结出经验，接到逝者当
天，家属的情绪会很悲伤，第一天主要的工作是
安抚家属的心情；次日，再和家属沟通后事办理
细节，给生命一场暖心的告别。

小焦说，生命终会走到终点，殡仪师就是在
这个终点，让逝者有尊严地离开，让家属的心灵
得到慰藉，陪着亲人走好人生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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