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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慢慢进入老龄化社
会，老年人越来越多了。人到老年，事业上已
经功成身退，孩子们已经成家立业，少了工作
的烦扰，少了家庭的拖累，闲暇时光一大把，
于是种种花，养养草，颐养天年，这便是大多
数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然而，我国大多数老年人深受牙齿缺失困
扰。有的老年人很注重保健养生，外貌上看起
来挺年轻，但一张嘴却露出满口烂牙。牙齿缺
失不仅给老年人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更会给身
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都说“口腔是身体健康
的第一屏障”，牙口不好，不但食不甘味，没
有口福，严重的还会危及胃肠道等消化器官。

老年人缺了牙去医院，比较传统的方法是
做可摘局部义齿，俗称活动假牙。但是做过活
动假牙的朋友们可能知道，活动假牙的异物感
很大，有时候很难适应，活动假牙恢复功能较
差，咀嚼力低下，而且活动假牙需要你每天摘
戴刷洗，非常麻烦。

我们有一个患者，他说牙齿一直不好，来
我们医院时，已经62岁了。他下颌的牙齿就
全部脱落了。他在外地镶了下半口假牙，但是
一直不能适应。他说假牙很容易掉下来。而且
嚼不烂食物，他很苦恼。他说听周围的人说有
的人做了种植牙，感觉不错，问我们像他这个
年龄能不能种。跟他有同样问题的人不只一

个，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聊聊老年人种植牙的问
题。 随着牙科技术的进步，种植牙渐成牙齿
修复首选。种植牙其实并不是真的种上自然牙
齿，而是通过医学方式，选用与人体相容性好
的生物材料制成人工牙根，把它“种”到牙槽
骨内，然后再在牙根上镶上逼真、坚硬的烤瓷
牙冠，一颗新牙便“种”出来了。与传统的牙
齿修复方法相比，种植牙具备不少优点：

1.不磨牙：依靠自身的人工牙根进行修
复，不用磨旁边的健康牙齿，对牙齿没有任何
伤害。

2.功能强：能很好地恢复牙齿功能，咀嚼
功能大大优于其他传统假牙。

3.美观：可以按照就诊者的脸型、其他牙
齿的形状与颜色制作牙冠，达到整体协调和美
观的最佳效果。

4.舒适方便：不使用活动假牙必须的基托
与卡环，没有异物感，非常舒适方便，并且有
利于保持口腔的清洁卫生。

5.固位好：不使用传统镶牙的卡环或牙
套，人工牙根牙槽骨紧密结合，像真牙一样扎
根在口腔里，具有很强的固位力与稳定性。

6.操作简单：种植牙手术是一个较小的牙
槽外科手术，类似拔牙，采用局部麻醉，创伤
小，术后即可进食，几乎无痛苦。一般种植体
植入术只需要几十分钟至数小时即可以结束。

到中韩口腔告别缺牙痛苦从此享口福

“以树代墓”，为子孙留下青山绿水

不修墓、不立碑，而将逝者骨灰葬于
绿树红花之下。近日，记者来到辽宁省鞍
山市弘莲墓园采访，初春的东北万物复
苏，这里成片的油松、云杉、银杏等在微风
下摇曳，树木间飘荡的轻音乐让园区毫无
悲凉、压抑之感。如果不是树下摆放着刻
有逝者名字、铭文卧碑或鹅卵石，记者还
以为这是公园。

像这样的树葬、花葬、草坪葬墓园在
国内渐受青睐。沈阳市骨灰入土植树纪
念林是东北最早新建的树葬公墓，目前已
安葬骨灰36万份，绿化荒山1000多亩，而
且安葬量正以每年七八千份的速度增
长。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目前
生态葬法的比例均在20%以上……

白色公墓要求人们从这座山上开凿
石材，打磨、雕刻后摆放到另一座山上，每
修造一座白色公墓就至少会毁掉两座青
山，久而久之在城市周边留下一块块“牛
皮癣”。相比之下，树葬成本低，投入小，
以鞍山市弘莲公墓为例，平均每份树葬售
价 3000元~8000元，不到传统公墓的三分
之一。

“安葬一个人，种下一棵树”的树葬，
不仅改变了“逝者与活人争地”问题，还能
较好解决荒山绿化困境。一方面，“以树
代墓”满足中国人延续了数千年的入土为
安思想，绿色树木含有延续生命之意。“另
一方面，这也为植树造林筹集了资金，‘以
墓养树’保证了树木存活率，将为子孙后
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鞍山市弘莲墓园
负责人葛继红说。

从“厚葬示孝”到“归于自然”

节地生态葬如何“叫好又叫座”？

清明时节，不少人扫墓
拜祭，慎终追远。作为一项
消耗小、污染少的安葬方
式，节地生态葬近年来在多
地悄然出现，同时也成为国
家重点推广的殡葬方式。

从“厚葬示孝”到“归于
自然”，节地生态葬如何“叫
好又叫座”，得到更多人认
可？近日记者采访了多处
生态公墓。

普及树葬习俗任重而道远

日前，民政部等十六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
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节地生
态安葬作为殡葬改革的重点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推广节地生态葬，关
键在于引导百姓扭转观念。

葛继红说，一举多得的生态殡葬
之所以推广难，难就难在一些商家为
赚取暴利，想方设法倡导豪华殡葬，
固化人们的传统殡葬观。比如有的
公墓雇请花圈店、风水先生等帮助推
销，这些人为了提取高额回扣，自然
会推荐高价墓地。而丧户既然多花
了钱，也偏向于见到更多实物。“于是
很多白色公墓越修越阔，越建越大，
造成了无谓的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
染。”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学
院院长卢军据此认为，普及生态安葬
需引导与规范并重。一方面，政府部
门宜落实奖补政策，协会和媒体宣传
新理念，引导人们移风易俗；另一方
面，主管部门在公墓审批中可加以倾
斜，压缩白色公墓规模，鼓励树葬公
墓建设，并适当放宽其经营范围。

同时，民政部门还应该加强行业
规范和监督，改革旧有的殡葬服务和
经营模式。“各级民政部门可建立管
理平台，培训殡葬从业人员，曝光不
良商家。”卢军说，给乱象套上一把

“锁”，才能为行业新风打开一扇
“窗”！ 据新华社

清明假期，外出扫墓祭拜的人多了起
来。在弘莲公墓，鞍山市冯志国爱心团队
10余名成员拉大提琴、弹吉他，在绿树青草
之间演奏逝者生前爱听的歌曲、朗诵诗歌，
团队提供的免费音乐祭祀受到了市民欢迎。

记者走访几家生态墓园注意到，绿色、
环保的树葬正带起一股祭祀新风。在这里，
人们不放鞭、不烧纸，而是携带水桶和铲
子，给同亲人相伴的树木浇水剪枝，平整土
地，从逐年长高的树木中得到安慰……

将母亲安葬在弘莲公墓的鞍山市民梅
女士告诉记者，老人生前就比较开明，从电
视上了解到“没有立碑、一人一树”的树葬
后就很认可。几年前老人去世，儿女们多
方询问才找到这里。现在有什么烦恼、忧
愁，她就来浇浇水、打理枝叶，坐在树前说
说话，心情得以放空。

辽宁省民政厅殡葬管理处负责人介
绍，每年清明前后，人们祭祀时放鞭、烧纸
易带来火灾隐患，各地山林防火的压力都
很大；加上摆放的塑料花被大风刮走后缠
绕在树上，造成的白色污染也很难清除。
很多生态公墓先行一步，引导人们更有意
义地表达和寄托哀思，引领起和谐、向上的
文明祭祀风尚。

上市公司福寿园国际集团将生态公墓
建设与人文纪念、雕塑艺术、文化教育等方
面相结合，打造国内独特的人文纪念公园，
改变了生态殡葬在人们心中的边缘化印
象。清明期间，前来上海福寿园祭扫父母
的企业主郝平说，原先大家就想着多买点
供品，多烧纸，现在这里倡导给亲人写信、
献花、电子留言等，“这既是跟亲人，也是跟
自己对话，对内心是一种纯净和教育”。

不放炮、不烧纸，树葬带起文明祭祀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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