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王伟 健双

耀泽 文静

4月5日，清明节，位于聊城市城郊
的东昌府区古楼街道贾庄村，村民用鲜
花缅怀先人，文明有序。

在这个村，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红白事不大操大办，厚养薄
葬，已经成为村民的共识。

村红白理事会成员陈玉安说：“以
前一场白事，需要100条香烟，现在只
需要10多条。以前要摆二三十桌酒席，
半个村的人都去吃，现在一律‘一碗
端’。以前孝衣要发100多套，现在只
给主要亲戚发几套。这样一场白事下
来，能节省七八千元。”

“红白事是传统民俗，不办于情于
理说不过去，但大操大办也不行。一场
白事，要是办的铺张些，2万元也打不
住。烧三天纸、五天纸、七天纸，天天
摆席。对从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两三
年翻不过身来。”贾庄村党支部书记陈
玉忠说：“为制止大操大办，党支部组
织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组成
红白理事会，召开党员代表、群众代表
会议，制定了关于红白事的村规民约，
全村村民严格执行。”

陈玉忠的母亲去世时，他的朋友要
请舞狮队在葬礼上表演，找陈玉忠商量
了三五次，都被陈玉忠婉拒了。有一户
村民办白事，坚决要请乐队，红白理事
会的成员跟他家协商：“请乐队可以，
但是不能进村，只能在离村3里外吹喇
叭。”该村民一听，只好作罢。

陈玉忠介绍，村里有崇文尚武的传
统。下一步，村里准备建一处公共场
所，存放骨灰盒。等清明节时，红白理
事会组织集体祭奠先人。通过古琴演
奏、吹尺八（一种乐器）、武术表演等
形式缅怀先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红白理事会
已经成为山东推动移风易俗的重要力
量。以青岛市即墨区为例，全区在全部
村庄建立了红白理事会组织，并将移风
易俗纳入了《村规民约》。

去年年底，王家官庄村民姜绍起的
母亲去世，按照当地风俗，姜绍起少说
也要花费几万元。在得知老人去世后，
村庄红白理事会第一时间介入，在宣传
“厚养礼葬”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的
风俗，制订了一套“既不失礼又不浪
费”的简易流程方案。

根据这套“办事方案”，姜绍起只
在家里摆了2桌酒席招待前来吊唁的亲
朋好友，花400元购置了一个骨灰盒，
前后算下来总花费不到1500元。整个操
办过程中，由红白理事会核实、确定规
模程序、服务项目、宴请人数和使用车

辆，并在办事当天帮忙管账、理事，让
姜绍起省了不少心。由于符合村规民约
中“丧事简办”的规定，姜绍起还获得
了一次性奖励6000元。

“刚开始时一些村民不理解，但现
在村民们都感觉得到了好处。”王家官
庄村副书记王丕辉说，丧事简办不仅为
村民省了钱，还使“厚养”风气更深入
人心，老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村民
间的关系也更和谐了。

在即墨区通济街道王家院村，5
块、10块钱就是一场白事的份子钱。几
年来，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房子从平

房变成了楼房，现代化的电器也越来越
多，不变的是近年来一直坚守的村规民
约——— 丧事简办。

以前，有老人过世，全村的同姓人
基本都会给逝者送烧纸，累加起来，半
吨的小货车能拉满满的三车，村干部经
过一番商议后，立了规矩并写入《村规
民约》：丧事简办，由送烧纸变成送纸
钱，份子钱每家不得超过10元，否则取
消2300元的一次性奖励，并对事主子女
各罚500元，不能参加村庄举行的各种
先进和文明户的评选活动。立了规矩以
后，效果非常明显。

□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刘 磊
本报通讯员 王 玮 焦成名

崔立来

4月4日，走进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王桥村
公墓，苍松翠柏间的卧碑式墓穴和整齐划一的
墓园小路映入眼帘。相较过去杂草丛生的老墓
地，村民王世福对于眼前的巨大变化感触颇
深。

王世福介绍，王桥村的老墓地已有300多年
历史，西首离村民住宅只有五六米，东头已紧
邻乌河岸边，再无土地可葬。

临淄区总人口约61万，其中农村人口30
万，墓地资源紧张。之前，像王桥村一样“故
人与活人争地”现象愈发严重。“咱农民跟土
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临了’要是连块埋的地
方都没有，想想都可怕。”王世福说，过去就
有人因为墓地紧张的问题，不得不安葬在自家
的承包地里。

2016年起，淄博全面打响移风易俗攻坚
战，以“公益惠民、节地生态”为目标，大力
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目前已初步构建了覆盖
城乡的三级公墓服务体系和节地生态安葬体
系，实现了深化殡葬改革与推动移风易俗、保
障群众安葬需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

田镇镇公益性公墓是淄博市一次性建成的
规模最大的墓穴式公墓，占地30多亩，总投入
700多万元，建有5000多个墓穴，目前已经投入
使用的有1000多处。墓穴分单墓穴和双墓穴，
加上绿化每处墓穴平均占地2 . 8平方米，远远小
于过去田间坟头的占地面积。

“田镇镇公益性公墓是在原来的旧窑上建
造而成，可节约耕地500多亩，满足附近50多个
村20年的殡葬需求，在实现节地生态、移风易
俗的同时，减轻了群众的负担。”高青县民政
局副局长邵珠军告诉记者。

淄川区双杨镇杨寨村公益性公墓2018年投入使用，占地1 . 5亩，
共333个墓穴，在村里的精心管理下，公墓周边环境清幽整洁。杨寨
村村委工作人员高庆宜告诉记者：“一开始村里大部分人对公墓建设
持不接受态度，觉得地方太小。新公墓建起来之后，村里人都跑过来
看，新旧一对比，哪个环境好，哪种安葬方式更文明，大家心里都有
数了。”据了解，杨寨村的公墓计划建3期，全部建成后可满足村里
一百多年的安葬需求。“20年的使用费加管理费一共1800元，村民只
承担部分材料费，价格大家都能接受。”高庆宜说。

除了公益性公墓，淄博市还鼓励发展经营性公墓，与公益性公墓
不同，经营性公墓更注重活动的策划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在淄川区
双杨镇西河村龙山陵园，记者看到，陵园推出了“植树寄思语”和
“描金尽孝心”两大追思活动，通过亲手种下一棵树或者给碑文描金
描红的方式寄托哀思。据了解，龙山陵园现有各种园区40多个，是一
座集安葬、祭祀、景观、传承于一体的大型环保园林式文化陵园。

淄博市地域南北狭长，北部多平原、南部多山区，不同区县之间
的安葬习俗差别很大。为此，淄博市公墓建设不搞“一刀切”，不限
定公募类型，鼓励区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差异化推进公益性公
墓建设。桓台县属于平原县，按照不占用耕地、不影响耕作、节地生
态的理念，推广深埋不留坟头的安葬方式；张店区、淄川区等中部区
县，城镇化进程快，土地资源缺乏，将骨灰存放设施建设作为公益性
公墓建设的首选；地处东部的临淄区，整合利用原来的老旧墓地，探
索出了一条不占或者少占增量土地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的路子……

截至目前，淄博市已建成公益性公墓953处，覆盖村居2018个，
全市近90%的村居实现了公益性公墓安葬或节地生态安葬。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刘耀泽 袁文静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根据我国殡葬改革的目标，在火葬区要全面推行骨

灰集中规范安葬，鼓励骨灰格位存放、树葬、海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
式，到2020年生态安葬比例计划达到50%以上。经过多年宣传推广，
以海葬为代表的生态葬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群众了解并接受。

在1991年，青岛已经出现海葬，骨灰撒海数量由最初的每次十几
具增加到后来的每次几百具。青岛实施居民殡葬惠民政策，基本殡仪
消费全部由政府买单，本地居民基本的殡葬需求实现“零”消费。截
至今年3月底，已经有16814具骨灰在青岛实施了这种绿色殡葬方式，
人群覆盖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所有区域。

随着参与人数的逐年增加，2016年，青岛市殡葬管理所专门成立
了海葬工作办公室，并对海葬模式进行改革，将原来大规模、大批
次、单批次、集中化海葬变为小规模、多批次、小批次的常态化海
葬，并且根据居民的不同需求，在原来形式单一的集体海葬的基础
上，增加了个性化定制方案，满足不同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身披黄丝带，手捧鲜花，致追思词、祭文，向故人敬献黄土、五
谷、薄酒、清茶，行三鞠躬礼，留下缅怀心语……为解决海葬重
“葬”轻“祭”的问题，青岛还从2017年开始举办海上绿色公祭活
动，用绿色文明的方式来缅怀故人。

“祭祀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涵。古人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这才是清明祭祀的核心要义。”青岛市殡葬管理所副所长田
安峰说，去年青岛市首个真正意义上的不保留骨灰陆地生态安葬公园
正式启用，为市民提供树葬、草坪葬、花坛葬等生态安葬服务，“生
前厚养、逝后礼祭”的文明新风正逐渐被群众接受。

“烟火味”越来越淡，“文化味”越来越浓———

文明祭扫，这个清明更“清明”
□ 本 报 记 者 刘培俊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苏政 明志 立国 奉祯 洪明

又是一年清明时，随着绿色环保的观念渐润百姓心田，不少祭扫场所“烟火
味”越来越淡，“文化味”越来越浓，一股文明祭扫新风正轻抚齐鲁大地。

春日鲜花献逝者 祈愿墙前思亲人

“清晨，在温馨的花园里；傍晚，
在热闹的广场上；在连翘花丛中，在桃
花怒放的枝条下，我们见到了您灿烂的
微笑。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4月5日，清明节，在泰安市泰山区殡仪
馆的祭奠区，一面祈愿墙吸引了前来祭
奠的人们驻足。

今年，泰山区殡仪馆首次推出祈愿
墙服务，来祭奠的市民可以免费领取许
愿卡，写下对亲人的思念，系一缕黄丝
带，挂在祈愿墙上，用这种方式寄托哀
思。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殡仪馆共
印了数百张卡片，一上午就被领取了大
半。

前来祭扫的市民王老先生说，作为
一个土生土长的泰安人，近年来亲眼见
证了家乡清明节从拜山烧纸到无烟祭祀
的变化，真切感受到文明祭祀的好处，
不用费力伤财，告别烟气熏天，拥抱的
是文明和暖暖的情意。

今年，为了引领绿色祭扫风尚，丰
富清明文化内涵，泰山区殡仪馆在清明
节期间推出以“温情追忆 礼敬生命”
为主题的专题活动，对清明期间到馆祭
奠客户，免费提供鲜花、黄丝带、心愿
卡等的同时，还免费提供饮用水、小毛
巾等便民服务。

“母亲生前最喜欢花儿了，今天带
着各种花儿来，也算是圆老人的春天梦
吧。”接过殡仪馆提供的免费鲜花，一
位前来祭扫的市民说，充满生机的鲜
花，是献给逝者最美好的礼物。

“尊重亡者，敬畏生者。文明低碳祭
祀新风尚的引领，最需要的是要做到以
人为本，将文明祭扫方式与传统的祭扫
习惯相融合。”福寿园国际集团泰山区殡
仪馆总经理封如仁介绍说，一束鲜花、一
段祝福语、一个鞠躬看似简单，但庄重
的仪式感让前来祭扫的市民体会到了对
生命的敬畏，思念之情得到了慰藉。

自带工具植松柏 祭品花环全带走

4月4日上午，沿着临朐县朐山路从
县城往西，道路两旁的桃花、映山红正
在盛开。临近朐山路尽头，就是西山墓
地。今年清明节，与往年不同，带着鲜
花前来祭扫的、带着铲和水桶来栽松柏
的多了，吆喝“烧纸”“放鞭”“发钱
粮”的不见了。

来自城关街道南关村的肖女士一家
带着一个鲜花篮前来祭拜先祖。肖女士
说：“鲜花扫墓干净卫生，环保文
明。”

记者见到，墓区里不少祭扫者还带
来了塑料袋，祭扫过后，他们将祭品带
走，并主动将废弃的花环等装进塑料
袋，放到墓区指定收集点。如今在临
朐，“文明低碳祭扫、节地生态安葬、
绿色文明清明”的良好氛围已然形成，
从以前“政府推动”到现在“自觉践
行”，文明祭扫已蔚然成风。

在青州市庙子镇庙子村东山公
墓，村民张洪贵携妻儿来到祖父母的

墓碑前。这次他们没有带冥币纸钱，
而是栽下了两株松柏树，向先人墓碑
鞠躬，用低碳、环保的方式寄托对亲
人的哀思。

庙子村文书张洪贵介绍，焚烧纸钱
祭拜已逝亲人是民间习俗，但由此带来
的浪费钱财、空气污染、火灾隐患等弊
端也越来越明显。“经过多次召开党员
大会探讨，村两委班子决定，从今年清
明起，推行文明祭扫、绿色祭扫。村里
通过‘大喇叭’向村民宣传文明祭扫的
意义，党员干部率先带头，号召大家用
敬献鲜花、栽植树木等方式祭奠已故亲
人。”张洪贵说。

除了大力宣传，村两委成员还排班
到村公墓值班，对守旧的村民进行监督
劝导和耐心讲解，文明祭扫渐润百姓心
田。“移风易俗文明祭扫，不仅省钱，
还保护环境，大伙儿都支持！”庙子村
村民孙万刚说。

红白理事会成我省推动移风易俗重要力量

丧事简办，“厚养”风气深入人心

□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程小振

孙 欣

4月5日，在嘉祥县卧龙山街道曹山
村集体公墓，村民在村委会组织下进行
集体祭祀，鞠躬、默哀代替了传统祭奠
中叩头等繁琐礼节。

“没建集体公墓之前，有的主家请
风水先生看风水，搞迷信，有的因为
‘死人和活人争地’跟村民发生矛
盾。”参加祭祀的村民欧阳兆令说，
“建了集体公墓，村民集体文明祭祀，
既破除了封建迷信，又低碳环保。”

曹山村是个多姓村，1300多口人，
有曹、欧阳、李、丁、窦、王6个姓
氏。“钉（丁）遇潮（曹）就沤（欧
阳）”，因为老辈儿传下来的这句话，
丁、曹、欧阳三个姓氏的祖茔和后世的
坟地从不挨边儿。不仅如此，村里姓氏
多，在红白事操办上，各姓氏操办各姓
氏的，互相比排场、比阔气，由此也产
生了不少矛盾，村两委的工作也很难推
动。

“常规工作推不动，重点工作不能
推”，是卧龙山街道办事处对曹山村的
评价。“各项工作在街道排名倒数，经
常被约谈。”村党支部书记欧阳德静
说，干了10年的村党支部书记，街道办
事处开会他都是躲在角落里，不敢抬
头。

问题摆在那里，怎么去解决？村两
委决定从移风易俗上寻找突破口。2015
年，曹山村根据县里的要求，决定修建
集体公墓集中存放骨灰，取消棺木。这
一想法遭到了各个姓氏的反对，“入土
为安”“丁、曹、欧阳坟地不能在一
起”等是最强烈的反对理由。村两委成
员反复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讲政策、
摆道理，村民们才慢慢消除了陈旧观
念。

村两委筹资近110万元，利用村集
体闲置的土地，修建了占地4亩、6个姓
氏合用的集体公墓。“公墓分为地上和
地下两层，地上一层用来供奉牌位，方
便后人祭祀；地下一层用来存放骨灰，
意为‘入土为安’。”欧阳德静介绍
说。

在修建集体公墓时，村里还成立了
红白理事会，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反对大操大办的要求纳入《村规民
约》，红白事交由红白理事会统一操
办，丧事实行一碗菜、一包烟，取消棺
木、纸扎、响器、孝布，用白帽、白花
代替披麻戴孝，播放哀乐代替吹鼓手，
取消了“二次装棺”；喜事坚决抵制高
额彩礼，每桌酒席含烟酒不超过300
元。

“就拿一场丧事来说，从简后可以
给主家省下五六千元，大大减轻了村民
的负担。”欧阳德静算了一笔账。

移风易俗有了成效，村里利用春
节、清明等节日，有计划地组织村民共
同祭扫，借此增加村民间的交流沟通，
一些鸡毛蒜皮的矛盾纠纷也迎刃而解。

“现在，村民间的和睦团结了，很
多难题就不再是难题。”欧阳德静高兴
地说，以往征收合作医疗费用，十天半
个月收不了一半，现在两三天就能收
齐。今年，村两委组织村民流转了120
亩土地，为村民增加了收益，也为村集
体经济增加了收入。

修建集体公墓，成立红白理事会，曹山村移风易俗找到突破口

曾经坟地不挨边 如今共用一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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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潍坊市潍城区城关街道岳王庙社区，市民将留言卡贴在了“文明祭祀
墙”上。 □CFP供图

中图：泰安市泰山区殡仪馆的祭奠区，一面祈愿墙吸引了前来扫墓的人驻足。
墙上一张张条形卡片上，写满了对亲人的思念。 □刘培俊 报道

下图：烟台永安公墓，众多市民响应“文明低碳”的祭祀方式，用鲜花表达思
念，感恩故人。 □CFP供图

青岛破解海葬

重“葬”轻“祭”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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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葬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群众了解并接受。图为青岛市民参加树
葬、海葬仪式。（□记者 张晓帆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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