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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支80後女子守墓隊由9名女孩組成，隊長叫劉文
朋，長相清秀，聲音清脆，給人一種溫柔可人的感

覺。8年前，她開始了在朝陽陵園的「守墓人」生涯。
朝陽陵園距離洛陽市區很遠，劉文朋和隊友們每天在這

個寂靜的角落裡接待來訪的客人。記者去該陵園採訪時正
好遇上一位女孩的骨灰安放儀式，「這個女孩兒幾天前因
車禍去世，才26歲，還沒結婚呢，太可憐了。」朝陽陵園
管理處副處長鄧雯一邊嘆氣，一邊跑出去安排隊友做好接
待服務工作。這些女孩子們又是幫忙搬東西，又是整理儀
式現場，忙碌了一個上午。鄧雯說：「我們的工作比較瑣
碎，所以才要找女孩子。」她認為女孩子可以更到位地處
理瑣碎工作，而且心思更細膩，能夠很好地撫慰客人情
緒。除了這些，她們還要消除園區火災隱患，保持陵園整
潔，接待夜訪客人。

工作「晦氣」難啟齒
「整天面對幾千個逝者的墓碑，置身在陰氣瀰漫的環

境中，說不怕都是騙人的。」劉文朋告訴記者，剛來的
時候每次輪到夜裡巡園她都特別緊張，總
要拉上同伴一起，園子裡有一點風吹草動

就嚇得兩腿發軟。

「有一次我和隊友正在墓地巡查，突然隱隱約約聽到有
唱戲聲，還有哭聲，深更半夜的直叫人心慌。」劉文朋趕
緊喊來同事，壯膽向哭聲尋去。最後發現是一名中年男子
來看望他逝去的母親，「他媽媽生前愛聽戲，於是他帶了
一個錄放機給他媽媽播放戲曲選段。」如今，提起這些劉
文朋已可一笑了之，「如果你在這裡工作久了，也不會再
害怕了」。
除了要戰勝心理上的恐懼，她們還要應

對親朋好友的反對。「親戚朋友都不是很
理解，覺得工作不體面。」劉文朋是洛陽
本地人，家裡人覺得她那麼年輕，人也長
得不差，應該找一份體面又輕鬆的工作。
但她覺得找份工作不容易，就不顧父母反
對繼續做了。
和劉文朋一樣，這個守墓隊的其他隊員選

擇這份工作的過程也十分曲折。張曉輝，1982年出生，已
在該陵園工作7年之久。她說，剛談戀愛時都不敢告訴公婆
自己的工作，怕他們忌諱不同意，直到結婚前才慢慢說出
事實。守墓隊員吳洪娟在這裡工作也聽了家人不少「嘮
叨」。「一開始父母死活不同意。」她說，每次值晚班回
家，父親都會抽着煙在門口等她，然後把她的外套脫下使
勁抖，再拍拍頭髮，然後讓她跳兩下，「說是不要把晦氣
帶到家裡面」。

客人誤解 內心委屈
「心理上的恐懼我們可以自己戰勝，親朋好友的不理

解，隨着時間的推移也就慢慢接受了，我們最怕的還是客
人的不理解。」鄧雯告訴記者，本是一些小事，但處在這
樣的環境中，很多小事就容易被放大化。
「來這裡的客戶大多心情不好，辦後事的時候都希望家

人的最後一程能走得好點，稍有不滿就可能會大發脾
氣。」劉文朋說，有次客戶放的燭台不小心被人碰倒了，
就對她們大發雷霆，甚至還說了詛咒她們家人的話，「其
實客戶的心情我們都理解，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聽到自
己的家人被詛咒心裡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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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反對客戶誤解 體會別樣人生感悟
穿着破舊的黑衣黑褲，叼着旱煙袋，沉默而瘦削，總給人陰氣瀰

漫的感覺……或許人們印象中的「守墓人」大多如此。其實，隨着

時代的發展，新一代的守墓人形象早已「脫胎換骨」。位於河南洛

陽邙山的朝陽陵園，有一支80後女子守墓隊，在同齡人享受動感

青春時，她們卻選擇守護上千逝者。或許親朋好友反對、客戶誤

解，又或許這種安靜甚至恐怖的生活不能燃燒她們的激情，但她們

此刻正體會着另一種人生感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娟 河南報道

「來這裡工作的女孩兒，基本都是看到我們發佈的招聘
信息後找過來的。一開始人員穩定性很差，最短的幹了幾
天就不來了。」鄧雯說，在這個陵園工作只有一間辦公
室，沒有網絡，也沒有過多設施，「很多人幹着幹着就覺
得無聊了，尤其像那些愛出去逛街遊玩的人，在這裡根本
熬不住。」「還有些女孩兒覺得在陵園工作既不體面收入
又不高，也撐不了多久。」據鄧雯介紹，這些女子守墓隊
的隊員一般每個月能拿到2000多元的工資，「這在洛陽
屬於正常收入水平，但還是不及出去打工。」

培訓助員工正視工作
「好在我們園區越來越注重對員工的培訓，她們也慢慢

地學到了很多專業的服務知識，久而久之就干得得心應手
了。」鄧雯告訴記者，如今的守墓隊隊員最長
的幹了9年，最短的也有兩年多了，每個人都可
以自如的做好客戶服務，正確看待自己的工作。
「可能是在這裡工作久了，有感情了，現在看
來，我們園區更像一個花園。」已做「守墓人」

十餘年的鄧雯笑着說，都說「生在蘇杭，葬
在北邙，每個顧客都希望家人在這裡能夠安
息，為逝者做服務應該也算做功德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駱佳 鄭州報道）兩個90後
帥哥，從英國利物浦大學畢業，沒有從事自己擅長的
工商管理行業，而是選擇河南的一個小山村，面朝黃
土背朝天地做起了農民。他們用自己的新思想、新視
野、新能力給當地帶來了一股「新農風」。「我們要做
『新型快樂農夫』」站在黃土地上，面對着千畝良田，
兩人許下自己的心願。
提起師鵬飛和晁思宇，在河南尉氏縣崗李鄉的獨樓馬

村可謂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2014年夏天，這兩個留
英回來的高材生靠家人眾籌投資1000萬元人民幣，在這
裡創建了佔地900畝的耕耘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產品涉及
家禽，牲畜，水產和蔬菜水果。「當時很多人都對我們提
出了質疑，總體來說包括兩方面，一是留學歸來為什麼要
種地，二是年輕人會種地嗎？」師鵬飛說，面對眾人的質
疑他和好友晁思宇都選擇了沉默，「只有做出了成績，才
是回應質疑最好的聲音。」

傳統農場現代管理
「我們要把先進的科技和思想帶給中國的農民，用科學的理

念來建設現代化的農場。」師鵬飛說，在國外時常和朋友聊起
國內的食品安全問題，大家認為國內民眾對此忽視嚴重。「收
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卻沒有相應提高，我們留學學習知識難道
只是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過安逸的生活嗎？」師鵬飛和晁思
宇一拍即合，與其期待別人把這些做好，不如自己動手。
最初遇到的困難，不是眾人的質疑，而是「很多農民都接受

不了我們的管理模式」。很多農民認為種地不賺錢，所以都選
擇去城裡打工，但師鵬飛說：「做農民也可以賺錢，只是他們
缺少對農業方向的把握和科學的管理經驗。」
工商管理專業出身的師鵬飛採用規範化農場管理，每個農民都

是派單工作，請農民在工作單上簽字，卻換來農民們的冷臉：「幹
活就幹活，簽字幹什麼！」面對這個困境，城市規劃建設專業的晁思宇，憑自己
對人文和社會體系的認識構思出了很多獨到的想法。於是，兩人徹底拋開了學生
氣，幹活時不惜力氣，休息時主動和農民拉家常，他們的真誠和勤勞最終讓農民
們刮目相看。他們的生產模式逐漸獲得了農民的認同，僅半年時間，兩個小伙子
成了半個農業專家，終於把現代化的管理理念融入到每一位農民的思想裡。

「當然，要讓我們這些在網絡和快節奏生活中
成長起來的90後『靜』下來真的不是件簡單的
事。」晁思宇說，農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強烈反
差讓他們一開始很不適應，沒有豐富的娛樂生
活、沒有那麼多有意思的小夥伴，兩個人只能默
默的承受這份孤獨與寂寞。「後來，我們慢慢調
節自己，通過攝影、寫詩、唱歌、畫畫，來豐富
業餘生活，也就逐漸適應了鄉村的生活。」師鵬
飛說，現在想想，這樣的生活還是很健康和有意
義的。
在適應新生活的同時，兩人不忘初心，方得始

終。他們種的紅薯，不打農藥不上化肥；田間人工
除草不用除草劑；他們養的畜禽，不餵飼料，不打
抗生素，生病採用中藥治療……默默地堅守，為
農場贏得了小小的名氣。如今，農場的雞蛋、土豬
肉等不到上市就被朋友熟人「搶」光了。
「從初步反饋來看，我們的品牌影響和產品質

量還是很讓人滿意的，至少我們做到了沒有讓綠色
農業變味。」師鵬飛說，未來希望能夠有更多相關
專業的人才加入，一起進步成長，爭取早日完成農
場向集約化和機械化的轉型。

適應寂寞新生活

9900後後「「海歸海歸」」變身變身「「快樂農夫快樂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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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長期
在 陵 園 工
作 的 女 子
守 墓 隊 員
來說，陵園
更像一個花
園。
本報河南

傳真

■■深夜深夜，，守墓守墓
隊隊員在清理隊隊員在清理
香爐裡的燃燒香爐裡的燃燒
物物，，以免發生以免發生
火災火災。。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陵園門口的牆上掛着安放通知，提醒守墓隊隊員做好
準備工作。 記者朱娟 攝

■■農場的有機蘿農場的有機蘿
蔔蔔，，因為不打農因為不打農
藥藥，，葉子上有被蟲葉子上有被蟲
蛀過的痕跡蛀過的痕跡。。

本報鄭州傳真本報鄭州傳真

■■師鵬飛去過很多地方師鵬飛去過很多地方，，包包
括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括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

本報鄭州傳真本報鄭州傳真

■圖為晁思宇參觀
意大利的比薩斜
塔。 本報鄭州傳真

■晁思宇（右）在農場裡與工人
一起忙着撿紅薯。 本報鄭州傳真

■■守墓隊隊員在整理逝者墓碑守墓隊隊員在整理逝者墓碑。。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