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鹏
本报通讯员 王翔 刘洋

临近清明，高密市醴泉街道永丰村村
民的同姓家族开始活络起来，他们在召集
同族本家，清明这天都赶回村里来。村民门
忠亮告诉记者：“祖上那些老去的，要把他
们从旧墓地殡进新墓地，我们家族30多户
家庭同意清明节就迁。”

永丰村公墓，已殡入13户逝者。记者获
悉，村民说的公墓整洁简单，只有一块卧碑
刻着逝者的名字。目前，高密市近百个村子
已有迁坟意向，村民曾经固守的“老传统”
为何要变，该市走的又是什么殡葬模式？记
者近日前往具体了解。

突破口———

公墓建设村民受益

永丰村的公墓在村子西南方向500米，
新公墓和坟场一路之隔。新公墓占地3亩，
已建了510个墓穴，其中双穴不超过0 . 8平
方米，单穴不超过0 . 5平方米；墓碑采用统
一规格的大理石卧碑，规格不大于60×50
平方厘米，厚度不超过15厘米，倾斜度不超
过15度。按照“有规划、有硬化、有绿化、无
坟头、卧碑化”的要求建设。

“骨灰盒使用的是可降解材质的环保
盒，春节期间来祭奠的人都开始接受鲜花
形式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宋金民指着放着
的一束束鲜花告诉记者。记者发现，墓穴旁
种植的是松树、太阳花和草坪，整齐的地面
砖铺设成一条条道路。

与新墓地一路之隔的乱坟场荒草丛
生，墓碑高低不同。“这里有350个坟堆，都
是要退墓还田的。这一个大坟能建4个标准
化墓穴，能腾出10亩地。”宋金民说，按照新
的殡葬要求，从旧坟迁入新公墓的，每个家
庭会获得1200元补助。

单在永丰村，此举不仅使建坟立碑、使
用棺木等殡葬陋习得到有效治理，还使村
里的丧葬费用由过去的人均4千多元减少
到不足千元。“过年的时候，在外务工的村
民回家，不少人都过来问什么时候开始迁
墓。”宋金民说，对于迁墓，村民都很赞成。

在密水街道幸福村，村民因实施新风
俗获得的实惠将更多。这里距高密市中心
城区只有2公里，村里已有13家企业。村
党支部书记管平说，迁入公墓后，将会腾
退出8亩地，如若建成厂房，将增加集体
收入300余万元。

高密市民政局党委委员韩恩祥介绍
说，目前该市已建成规范化公墓30处，市财
政每年拨付300万元用于奖励扶持村居规
范化公墓建设，建设进度每年不少于55处。

“目前高密全市有2 . 2万亩墓地，如
果全部建成规范化公墓，只需要5000亩土
地即可，将有1 . 7万亩土地退墓还田。”
韩恩祥说。

破弊病———

推行新型殡葬社会组织

近年来，高密市殡葬改革一直走在行
业前列。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市在2013年制
定的村居公益性公墓9条建设标准和5项整
改原则，被民政部和省民政厅下发的公墓
规范化建设标准所采纳，经验做法也被民
政部推向全国。

为避免土地浪费，高密市首先将墓地
面积进行限制，规定每1000人限定土地3
亩，每增加1000人增加3亩，这为今后的墓
地规划设定了“硬杠杠”。

公墓建设仅仅是该市改革的突破口，
“移风易俗要让百姓受益，破除盲目攀比的
弊病。”韩恩祥说。

在基层，城乡居民办理丧事，多是依托
红白理事会组织，红白理事会成员大都年
龄老化，接受新事物慢，组织松散，处理丧
事习惯用旧观念、旧习俗，有的甚至参与社
会中介服务，从中牟利，误导消费，在社会
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此，高密市自2010年起，就在全市
960个村居，按照有文化、有能力、有专业知

识、热爱殡葬事业的条件标准，选聘了960
名治丧主任和1530名理丧员。“每个治丧员
都是一个责任主体，培训合格后分别颁发
聘书，并持证上岗，具体操办丧事活动。”醴
泉街道民政助理刘玉芹介绍说。

为倡导文明、遏制殡葬陋习，改革村居
治丧管理方式，从2014年起，该市又与加强
村级白事理事会建设相结合，推行由村支
书或村主任兼任白事理事会主任、选聘的
治丧主任为副主任，培训的理丧员和威望
高的党员群众代表为成员的新的殡葬服务
组织，由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备案管理。一经
各户通知，让村民找到了白事责任人，永丰
村村民门忠亮告诉记者：“新的治丧主任文
化素质很高，讲理我们信服。”

村居治丧服务队伍成为遏制农村殡葬
陋习，引领文明殡葬的新型社会组织。记者
了解到，在永丰村，党员干部数量最多的

宋姓家族，自去年就确定在清明节前迁坟
20多座。

建机制———

尝试殡葬服务新经营模式

高密改革者认为，推动殡葬改革的目
的，除了倡导文明新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
目的，就是要建设以节约土地等自然资源
和以精神文明为内涵的社会资源相结合、
共发展的长效机制。

“村居公益性公墓规范化建设，早在四
年前就纳入了新农村建设规划。并纳入到
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
范城市‘三城’同创的重要内容。”韩恩祥介
绍说，在迁村并点、合村并点、土地复垦、集
中居住区建设时，公墓建设点都将经百姓
评议后合理设置。

为适应群众对殡葬服务多元化、多层
次的需求，高密市率先改革管理模式，将基
本殡葬服务与选择性殡葬服务分离。

2009年，该市在做好国家规定的公益
殡葬服务的前提下，依托殡仪馆，成立了高
密市永安殡仪服务有限公司，将殡仪馆的
选择性服务项目剥离到公司。

殡仪馆坚持公益殡葬方向，负责遗体
接运、遗体存放、遗体火化和骨灰寄存四项
基本服务，收费标准执行国家规定，纳入市
财政预算管理。

这一改革，打破了多年的殡葬服务经
营模式，该市从体制上完成了公益性基本
殡葬服务和选择性殡葬服务的分类管理。
殡仪馆“捆绑式”消费和殡葬用品价格虚高
等问题被逐步解决，成为殡葬改革的有益
尝试。

“殡仪馆采购都要请人大代表和村民
担任评估人员，由消费者自评压低殡葬用
品价格。”殡葬管理所负责采购的工作人员
杜恩师告诉记者，骨灰盒加价后每个只有
104元，单这一项，与临县相比，每年就能节
省300多万元，另外80%以上的殡葬用品价
格平均降幅60%以上。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侯刚 石勇 田彬 报道
本报齐河讯 3月27日，国家农业部绿色增产模式攻关80万亩“吨

半粮”高产高效创建示范区建设工程在齐河启动。“整个工程建成后，齐
河将在全国率先实现最大面积‘吨半粮’。”在场的农业部专家介绍。

齐河县以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为抓手，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
增”，连年刷新全国大面积小麦玉米单产纪录，特别是去年在全国率
先实现20万亩“吨半粮”，连续七年蝉联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创
造了连年高产稳产、持续增产的“齐河模式”。

今年，齐河在全面总结粮食高产高效创建及增产模式攻关经验的
基础上，对20万亩粮食增产模式攻关核心区进行扩容提质，正式启动
绿色增产模式攻关80万亩“吨半粮”高产高效创建示范区建设工程，
全面提升示范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示范区涉及10个乡镇786个村，
共分西线、南线、东线、北线和20万亩核心区“五大片区”。他们投
资9 . 7亿元实施主干道硬化、田间生产路修建、打造田间林网等基础
工程建设，完善农田基础生产条件。同时，狠抓小麦良种供应、宽幅
精播、玉米宽陇密植、测土配方施肥等配套技术，确保80万亩良田全
部实现全年“吨半粮”。

提高产量的同时，齐河县坚持绿色增产，在全国粮食主产县中率
先迈出了农业综合标准化步伐。制定出小麦、玉米质量安全和社会化
服务两项国家级标准，打造全国集约面积最大、单位产量最高、产品
质量最优的“华夏第一麦”，并于今年1月17日向全国率先发布。80
万亩示范区于1月份被农业部批复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玉
米）标准化生产基地。

“齐河将继续深化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把‘标准化’贯穿粮食
生产全过程，努力实现粮食持续稳产高产优产，确保今年实现80万亩
‘吨半粮’、2016年实现全县整建制‘吨半粮’，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齐河县委书记孟令兴表示。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王迪 刘玚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前几个月的干旱对我们没啥影响，小麦现在浇上

了返青水，俺们对今年的丰收有信心。”3月30日，正值小麦返青后
期，冠县万善乡水赞村村民邢先臣正在自家麦田里忙着给小麦浇返青
水。看着绿油油的麦苗，邢先臣一脸笑容。

自去年9月以来，冠县秋冬春连续干旱180天以上。邢先臣说，现
在麦苗长势良好，多亏了农业局技术人员指导和村里这些年建的农田
水利设施，让小麦及时顺利浇上了返青水。截至目前，冠县86万亩小
麦全部浇上返青水，普遍长势良好。

“‘天旱地不旱’，虽然降水少，但农民通过渠灌或井灌及时为小麦
浇上了返青水，从目前小麦长势来看，产量不会受到影响。”冠县农业局
土壤肥料站站长郭善兴说。近段时间，郭善兴和农技人员每天都奔波于
各个乡镇的田间地头，查看土壤墒情，提醒农民及时浇水。

在辛集镇岳胡庄扬水站内，机器轰鸣，工人正在马力全开提水。
“河水灌溉是我县小麦灌溉的主要方式。针对今年的旱情，我们从1
月9日开始，各扬水站就陆续开机提水，提前储备春灌水资源，到目
前已累计提水8000万立方米，满足了大部分农民灌溉用水。”冠县水
务局灌溉处副主任李福印说，“井灌是最后一道保障，在河渠蓄水量
不足时，农民还可以采取井灌为小麦浇水。今年以来，冠县新打机井
47眼，维修了129眼，全县机井保有量达到10000余眼，平均50亩地一
眼井，农民井灌也很方便。”

□本报记者 李梦 高田
本报通讯员 谢锦花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村民们搬离了
无暖无气的平房，住进了崭新的楼房；而
在土地集约利用中，“沉睡”的先人占用
了相当一部分土地。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
街道何官屯村在城中村改造时，启动了迁
坟工程，把先人“请”进了修建一新的骨
灰堂。村民遇到亲人去世，直接可以在骨
灰堂举行殡葬仪式，不仅花费少，而且减
少了人力、物力。

迁坟比拆迁房屋还难

何官屯是东昌府区新区街道的一处城
中村，有村民一千七百多人。从城市近郊
的农村逐渐变成了繁华的城区，何官屯村
的村民依然保持着亲人去世入土为安的做
法。2013年，何官屯村被列为棚户区改造
项目，村民的房子平安拆除，村民们先人

的坟墓也在动迁之列。散布在各处的坟墓
所占的土地有20多亩，如何让村民能把先
人的坟墓迁出、骨灰存放在村级骨灰堂，成
了办事处和村干部头疼的问题，村委成员
赵西奎告诉记者，仅动员工作就做了将近
二十天，迁坟比拆迁房屋的难度还要大。

作为何官屯村村委成员，赵西奎没少
挨家族中长辈的责骂。赵西奎说，他们赵家
人在整个村有200多口人，坟头20多个，是
一个大家族，虽然他是村干部，但是在家族
中他只是一个晚辈，主动找家族中的老人
动员迁坟，被家族里的大爷大娘、叔叔婶子
认为是“大逆不道”。跑断腿说破嘴，何官屯
村的迁坟还是启动了，村民把先人“请”进
了村里的骨灰堂。

早在十多年前，何官屯村就建设了村
级骨灰堂，初衷是村民去世后，骨灰免费存
放在骨灰堂，不再占用耕地。但是入土为安
思想较重的村民并没有把这个骨灰堂利用
起来，骨灰堂建好之后一直闲置，偶尔作为
村民暂存骨灰的地方。新区街道中通社区

书记罗珂告诉记者，何官屯村村民的坟墓
有的长达百年之久，需要重新将先人的遗
骸火化。根据2008年山东省土地征用迁坟
补偿标准，给予每个坟头400元的补偿标
准，村民迁坟所产生的运输费、火化费等费
用均由街道办事处承担，减轻了村民的负
担。

2013年，通过坟地迁移，何官屯村共腾
空土地23亩，这些土地作为政府储备用地
收归国土资源部门。

被改变的丧葬习惯

何官屯村的另一处坟地，位于城区道
路路边的家属院和小区之间，疏于管理，杂
草丛生，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几乎成了一
处垃圾场。有居民多次拨打“市长热线”投
诉这块坟地所带来的影响，新区街道和何
官屯村决定将这处坟地像之前的坟地一样
迁出。2015年元旦后不久，何官屯村再次启
动迁坟，有了上次的迁坟经验，这次的迁坟

工作好做多了。20多天的时间，20多个坟头
被迁走，共平整出土地6亩，随后这6亩土地
便出租出去，一年租金十万元，增加了村民
们的集体收入。

还有几个月，租住在城区各个地方的
村民，就要集中搬进崭新的楼房，在拆迁租
住的两年时间内，何官屯村有十几名村民
去世。租住的村民不能在所租的房里举行
葬礼，闲置已久的骨灰堂又重新利用了起
来。何官屯村有四间房屋专门用于存放骨
灰，另外三四间房屋可用于仪式告别、亲人
休息、做饭等。

前不久，一位陈姓村民去世，这名村民
的家人就将老人的葬礼安排在了村骨灰
堂。丧事不见白，也成了何官屯村葬礼上不
成文的规定。“除了孝子披麻戴孝的衣服是
租来的，其余人都不用再扯白布，也不坐大
席喝酒吃肉，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是一碗
菜，五六块钱的香烟拆开放在盘子里，谁抽
谁取。”社区书记罗珂说，像这样一场丧事
下来，花费也就三千块钱左右。

□记者 姜言明 刘涛 通讯员 董梅 报道
本报泰安讯 3月27日上午，泰安国家高新区首届高洽会现场，

来自山东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景女士正在招聘会现场耐心地向求职者推
介她的企业。不到一个小时，她手上的招聘表格，已密密麻麻填满了
20多个求职者的信息。

景女士告诉记者，平时公司人才招聘大多源于网上，导致企业所
聘员工身份复杂，尤其缺少像医药技师这样的专业型人才。“之前我
们曾尝试过与一些高校接洽，但屡屡拒之门外。专业性人才如何招，
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景女士说，“现在好了，此次高洽
会为企业与高校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这是意外的惊喜。”

她顺手拿起一张山东某医药技师学院招生办负责人的名片，“这
次他们是主动找上门的，这是我们此行的最大收获。”景女士说，公
司正谋划着与该校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机制，成为其学生的定点输
送、培训、实习基地。

此次高洽会上，类似主动上门的高等院校并不少。在高科技项目
展示洽谈区，像中国矿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40余家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团队，正与有意向的企业客户接洽，期望未来能达成合作。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李威正拿着一本企业材料认真翻看，他告诉记
者，企业打算在高新区扩建规模，准备上一批机械技术制造产品，而
中国矿业大学正好在矿山设备、机械制造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未来
希望能达成合作。”

而在现代金融服务推介区，十余家银行、中介金融机构正在现场
搜寻着“猎物”，他们除了向企业客户作贷款服务推介外，还主动出
击，亲自到招聘会现场，寻找有贷款需求的企业。

“以前，几乎没有和这么多企业同台过。”泰安某银行客户经理
方女士对记者说，“这种政府搭台，企业、人才、金融机构、科研单
位同时唱戏还是头一次，希望政府多举办这样的高洽会。”

为实现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人才在科技服务领域创新创
业，泰安国家高新区举办了首届高洽会，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转
型升级，形成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同频共振。

泰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云鹏表示：“高洽会的举办为高端人才、高
新技术和高科技项目搭建了一个合作共赢、创新发展的平台。”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付仰喜 刘现桥 报道
本报泗水讯 3月28日，2015泗水赏花汇桃花节开幕式在泗水县

泗张镇万紫千红景区盛大开幕。欢快热闹的文艺演出，吸引了济南、
临沂、济宁等多地的众多游客来此踏青赏花、寻芳览胜。据统计，开
幕日景区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00余万元。

本届桃花节从3月28日持续至4月20日，除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外，
还会有“桃花朵朵开，六天十二场”综艺汇演、万紫千红相亲会、摄影大
赛、美食节等精彩活动，其中桃花最佳观赏时间为清明节前后。

选好殡葬改革突破口，让村民在受益中主动适应文明殡葬新方式———

高密 出移风易俗新路子

大力推进移风易俗，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事关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近年来，
我们以殡葬改革为突破口，将公益性公墓
规范化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积极推
进公墓管理，提升殡葬服务水平，引导群
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抵制婚丧
铺张浪费、大操大办，革除殡葬陋习，形

成了健康文明和谐的良好风尚。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下
一步，我们将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文明祭
祀”等活动，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倡导
弘扬人文关怀、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引导
群众树立科学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

■书记点评

推进公墓管理 提升殡葬服务水平
高密市委书记 范福生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郝磊 赵冰 报道
本报莱芜讯 “不披麻戴孝、不摆灵

祭、不摆宴席、不发放香烟，丧事简办我们
村坚持了51年，一场丧事平均花费控制在
2000元左右，事主的负担也减轻了，还是这
样好。”3月30日，在莱芜市莱城区曹家庄村
委整理悼词的村民戴洪玉说。

曹家庄是莱芜市最早开展移风易俗的
村庄，自1964年国家号召开展移风易俗工
作以来，便废除了旧的丧葬制度，确立新的
丧葬仪式，成立了由村主任担任会长的治
丧委员会。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曹家庄村形成
了严格的丧葬制度，村民去世后，由治丧委

员会统一安排开追悼会。参丧人员一律戴
白花、不穿白大褂、不行跪拜礼。村里给每
一位去世的村民写一个悼词，赠一个花圈。
参加葬礼的亲戚一律用大锅菜招待，本村
治丧委员会人员及帮忙的村民一律回家吃
饭，大大降低了群众开支。

在曹家庄村档案室里，还保存着部分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哀悼词，“村上
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式寄托
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
种以毛泽东语录开头的哀悼词，体现着那
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村的丧事简办能坚持得这么好，
除了有治丧委员会的丧葬制度规范之外，
还因为我们三届村支书都以身作则，先从

管理自己的亲戚入手。干部、党员带好头，
为村民树立起良好的榜样，移风易俗工作
自然能够顺利开展。”曹家庄村支部书记吕
昌华说。

多年来，曹家庄村的丧事简办制度已
经得到了村民的普遍认可，这样的好制度
不仅让本村村民得了实惠，连外村村民也
羡慕不已。78岁的村民窦元会说：“我搬来
这个村50年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就没见过
大操大办的现象，以往参加过的葬礼中，很
多逝者家属为了体现出葬礼的隆重，悲痛
之余还要吹吹打打、摆宴设请。一场丧事办
下来，忙坏一家人、开销巨大不说，还可能
成为大家的负担，助长铺张浪费和相互攀
比等不良风气。现在外村的人到俺村参加

葬礼都夸俺们的政策好。”
“我们村丧事简办几十年如一日，如今

一场葬礼下来，比起大操大办要节约六七
千块钱。形成丧事简办的社会风气重在制
度，贵在坚持。”吕昌华说。

此外，1993年，曹家庄村为了倡导文明
新风，解决农村骨灰盒乱埋的问题。村委会
研究在一块不长庄稼的山岭薄地建立了一
处6 . 8亩的公墓，并制定了《关于公墓管理
的规定》，要求今后骨灰盒不分年龄、辈分、
性别、姓氏一律在公墓依次深埋，墓碑由村
里统一定制，标准一致，坟头一样大。

“这周末就是清明节了，按惯例，俺们
村的村民都会自发地到公墓纪念。鞠个躬，
上炷香就是最好的方式。”吕昌华说。

关键词：移风易俗

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街道一处棚户区改造倒逼移风易俗———

一个城中村的殡改之路

莱芜市莱城区曹家庄村1964年起响应号召废除旧丧葬制度———

丧事简办坚持了51年

齐河启动80万亩

“吨半粮”高产高效示范区建设

绿色增产模式
打造“华夏第一麦”

泰安国家高新区举办首届高洽会

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
同频共振

冠县86万亩小麦
“喝”上返青水

泗水桃花节
首日待客5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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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胜 报道
图为高密市密水街道幸福村公墓管理人员正在对公墓里侧歪的松树进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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