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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只有8所学校开设殡葬类专业
殡葬领域公共服务供给迎挑战

每年仅输送千人
殡葬领域缺人才

还在变大的“缺口”
每位毕业生可选十几家单位
合作单位来晚了就招不到人

心肺复苏结束，ICU里
的病人能没救回来。殷艺芝
想到了父亲。差不多的年
纪，父亲的身体也算不上
很好。

病床上的逝者，赤条条
地躺着，身上各处插着管子，
家属进来就哭了。“特别不好
看。”这是中职阶段，学习护
理的殷艺芝第一次经历抢
救。“作为一个外人，我看到
那个场景都很难受。我觉得
他走得没有尊严。”后来，殷
艺芝去了长沙，读了殡葬
专业。

读高中的时候，阚文静
的一位亲人意外离世。她陪
着家人去往司法鉴定中心，
遗体正在等待解剖，家人情
绪难以控制。“当时有两个40
多岁的男人，态度挺无所谓
的，让我家里人别哭了，说，
先看一眼，万一哭错了呢？”

这让阚文静感到极大不
适。“面对死者的家属，应该
给予的是基本的安慰和尊
重。当时我很不舒服，但年
纪太小，力量太薄弱了。”高
考结束，阚文静选择了殡葬
类专业，毕业后去了东莞市
殡仪馆，成为一名殡葬领域
从业者。

当相关影视作品试图将
殡葬业拉入大众视野时，殡
葬领域的“95后”从业者们正
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在长沙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下称“长
沙民政”)，像殷艺芝和阚文
静一样的殡葬专业新生，每
年都有300多人。他们在学
校学习现代殡葬技术、陵园
服务管理、殡葬设备维护维
修等知识技能，大部分人毕
业后去往殡仪馆、陵园等工
作岗位，陪伴逝者走完最后
一程。

如今在中国，每年有超
过1000万人死亡，开办殡葬
专业的大专院校有5所、中专
院校3所，长沙民政便是其中
一个。1995年，原民政部长
沙民政学校开办殡葬教育专
业，开国内之先河。

“现在看，人才缺口还是
太大了。”在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民政与社会工作学院
院长谭泽晶看来，即便作为
殡葬类专业在校生规模最大
的院校，长沙民政依然无法
满足市场对于专业人才的高
需求。

老龄化是一个重要原
因。国家卫健委预计，2035
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将突破4亿，进入重度
老龄化阶段。这背后是对公
共服务供给的挑战，其中必
然也包括殡葬业。而全国所
有殡葬类专业学校，每年累
计能向社会输送的毕业生只
有1000人左右。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我
们的毕业生每人手头可能有
十几家单位可选。有一些合
作单位来晚了，基本就没有
学生招了。”

每天下班之前，胡敏会把当天预约的遗体拉出来解冻。第二天上班，再为逝者穿衣、化妆。“染
发也可以，涂指甲也可以。人生最后一程，漂亮一点、体面一点。”

阚文静带着棺材和骨灰盒的模具走在校园中，引来一阵侧目。“其实我就是为了参加技能大赛
的。”后来她成了殡仪馆一名火化工。

殷艺芝设想过一种属于自己的死亡。“我希望我的葬礼是不一样的。不像我们农村大操大办
的。以自己的意愿，去做后事。”这是她读了殡葬专业后逐渐清晰的设想。

当影视作品试图将殡葬业拉入大众视野时，“95后”早已走上工作岗位，成为离死亡最近的一
群人。

预计2035年，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这背后是对包括殡葬领域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的
挑战。全国开设殡葬类专业的学校只有8所，每年累计能向社会输送的毕业生只有约1000人。

“学这个专业之前，我都
不知道殡仪馆除了火化还能
干什么。”给逝者化妆、举行告
别仪式、遗体的冷藏和火化，
这些都是殷艺芝走进课堂之
后才知道的事。

阚文静记得，刚入读长沙
民政的时候，她发现除了少数
几个省份，几乎全国各省的学
生都能在学院遇到。“殡葬专
业是我们的王牌。”——— 殡葬
专业本身只是一个统称，往下
细分，还有四大板块，分别是
殡仪服务、殡仪设备、防腐整
容、陵园。

2015年考入长沙民政，阚
文静选择了殡仪服务方向。
专业课程涉及多个领域：殡葬
法策法规、现代殡葬服务学概
论、挽联写作、现代殡葬管理
学、现代殡葬服务仪式、现代
殡葬服务营销、现代殡葬文化
策划、现代殡葬公关礼仪……
“我们晚上还会有一个晚

训，主要培训的是形体，也会
练习站军姿、踢正步之类的。”

“现在的殡葬领域，早已
经不是老百姓印象里没技术
含量、随便谁都能干的工作
了。火化工能按个按钮点着
火就行？肯定不是这样的。”
谭泽晶看来，如今的殡葬设备
维护专业，就是希望培养技能
更丰富的专业人才，不仅要懂
操作，还要懂维修，这意味着
需要掌握一整套设备理论知
识。“再比如防腐整容方向。
如今防腐液的配置、灌注，都
有一些新技术出现了，这也都
是原来殡仪馆的老员工所不
具备的能力。”

大比例的非科班出身是
殡葬领域工作者的常态。阚

文静曾经问过单位里的老员
工，当时为什么选择进入殡仪
馆工作，得到的答案多半是没
有上过学、文化程度低，又迫
于养家糊口需要下的无奈
选择。

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
殡葬行业，正处在由提供传统
的殡礼服务、葬礼服务和祭祀
服务到将人文、环保、科技理
念注入各项服务的转型发展
的关键时期，在谭泽晶看来，
培养大批具备有技术、有文
化，更有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
是当务之急。

“如今整个殡葬行业最缺
的是管理人才。”年轻的专科
毕业生走进殡仪馆工作，带来
行业的新技术，但无法胜任管
理工作。“专科三年，其实有超
过半年的时间都在实习，真正
学习文化理论的时间，整体还
是偏少。”

在校阶段，殷艺芝同样觉
得时间很紧。“就像我学的防
腐整容方向，并不只是技术
活，人体学的很多结构也需要
学习。后期一些管理学的知
识其实也会涉及到。其实觉
得学3年都不够。”

2022年底，教育部正式批
准“现代殡葬管理”增设为本
科专业。该专业学生可以通
过就读本科获取管理学学位，
进而以殡葬管理本科学历从
事相关行业或继续深造。

“这是非常必要的。”谭泽
晶透露，目前长沙民政正积极
筹划申办殡葬教育职教本科
专业，最快预计明年可以招收
本科生。“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就是，我们专业的老师大都是
半路出家，因为以前殡葬专业

的天花板就是专科啊。没有
本科生，不做研究，这个行业
你就没法去引领，整个发展就
会很慢。”

人才缺口诚然大，但师资
的薄弱限制了招生的规模。
阚文静印象里，学院老师也和
同学们交流过，此前创建殡葬
专业的时候，也是摸着石头
过河。

升为本科，当然也意味着
更好找工作。2017年从长沙
民政毕业，如今就职于东莞市
殡仪馆的胡敏，如今也和身边
大部分年轻同事一样，在备考
本科学历。“在这里如果能考
编制的话，还是希望争取一
下，毕竟现在还是合同工。”

阚文静也明显感觉到，整
个行业的竞争压力大了。“疫
情对就业影响下，不少弟弟妹
妹已经开始来问我，当年报考
殡葬专业的分数线、报考条件
等信息了。”

在正式找到工作前，殷艺
芝去过五六家殡仪馆实习，

“长沙的、广西的、江西的、肇
庆的，最后选择入职东莞市殡
仪馆。”殡仪馆的工作，对身高
和体力都有要求。“我1.5米的
身高，在给逝者整容化妆的时
候，难免要搬运，单位也担心
我抬不动逝者，之前被拒绝过
很多次。”

除了对体力有要求，正如
外界的想象，这份工作也对心
理素质有着较高要求。胡敏
在大一暑假，选择去老家的殡
仪馆实习，这也是他第一次跟
着接送遗体的师傅去太平间。

“以前上课都是模拟。当时去
地下室冰柜存放遗体的时候，
是真的感觉有一点怕了。”

殡葬专业“突围”
师资薄弱限制招生规模 现在最缺推陈出新人才

胡敏在为逝者修
整遗容。

殡葬专业上课书籍。

殡葬服务新认知
早已不是传统的“身后事”了
大众的观念也需要更新

因为这份职业的特殊性，
殷艺芝习惯保持敏感。“比如，
您好、再见，这种常见的词汇，
其实都不适合对逝者的家属
说。”相比于曾经学习的护理
专业，殷艺芝坦言这份工作要
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能更大。

“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每
天面对低沉的氛围，可能会下
了班，想到今天一些难过的事
情，也会难过一会儿。这就需
要情绪的调节。”这份情绪的
负压不仅来源于工作，走出单
位的大门，外界的偏见依然存
在。“只要出了单位，我都尽量
不提自己的专业。”

“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
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殡仪馆
是什么样。”殷艺芝看来，大部
分人对殡葬工作的概念还是
模糊的，甚至滋生所谓“天价
殡葬”的灰色地带，首先是因
为不了解。“我们常常不愿意
谈死亡，但这是人人必经的
事。”

在谭泽晶看来，如今的殡
葬服务早已不是传统认知的

“身后事”了，大众的观念也需
要更新。“市场需求在前移，我
们的服务和教育也在前移。”
类如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等，
也都需要殡葬工作者带着心
理学、社会学的专业技能提前
介入，与护工共同实现临终者

“真正的安宁”。
胡敏也观察到，如今自己

所在的东莞市殡仪馆，也引进
了相关护工组织，重点关注失
独老人等群体的心理健康。

“在殡仪馆也能收获一份人文
关怀。”

3位年轻的殡葬工作者都
觉得，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
有一些“温暖”是殡葬工作者
和逝者家属所共同维系的。
为逝者化完妆，家属对殷艺芝
鞠了一躬。面对一个青春期
结束生命的逝者，胡敏用心做
了孩子的妆容，孩子的妈妈很
激动，对胡敏说了声谢谢。

如今的阚文静被分配在
火化车间。“正常上班的话，就
会在后面烧炉，出骨灰。如果
是值班，就需要跟家属对接，
了解他们在最后这个环节的
诉求，尽量满足，不留遗憾。”

殷艺芝有着更长远的设
想，在这个与死亡最近的岗
位，她想象过一种属于自己的
死亡。“我希望我的葬礼是不
一样的。穿衣、化妆，按照自
己的喜好来。不像我们农村
大操大办的。以自己的意愿，
去做后事。”

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