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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景阳 孙华飞
本报通讯员 王立才

婚丧嫁娶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
事，操办起来劳心费力，既怕场面不足丢
面子，又怕人手不够忙不过来。但对于淄
博市临淄区齐都镇的老百姓来说，婚丧嫁
娶省心、省时、省钱，这是缘于村里的“红白
理事会”一个标准为他们全程操办。

3月17日，记者来到齐都镇小徐村进行
采访。

一家有事，

全村不消停

自2011年至今，齐都镇47个村全部成
立红白理事会，共有成员2 3 6人，三年
来，理事会服务喜事1021件，丧事938件，
平均每例丧事花费1000多元，遗体火化率
达到100%，未发生一起大操大办。

齐都镇小徐村村委委员吴鹏介绍，前
几天，村里刚刚办完一场白公事，“主
家”账面收入1 . 3万多元，孝章、小白花
等各项费用支出1000多元，不扎灵棚、不
送浆水、不摆宴席，半天就结束了。

而在民俗改革之前，这样一场丧事花
费动辄上万元，仪式也非常繁琐，包括披
麻戴孝、送浆水、扎灵棚、拜祭、设宴待
客等，至少需要3天时间。往往是一家有
事，全村不得消停。丧事办得大不大，成
了展示家族实力，因此相互攀比要面子、
借钱办丧的人屡见不鲜。

“过去红白事帮忙，不管忙没忙完，
为了面子、关系，都得待上一天，中午光
请帮忙的吃饭就好几桌，现在实现村小组
长轮流值班，由小组长根据需要确定人
手。”村民张恕新说。

新办丧事少花万余元

在齐都镇安合庄，现年65岁的红白理
事会会长于成华，曾担任村支部书记十余
年。他告诉记者 :“现在甭管家里有钱没
钱，一律按统一的章程办事，白公事用烟
一律用7元一盒的，家里再有钱，也不能
超过10元，过去一个普通白公事至少需要
25条烟，光烟钱也得3000多元，现在三五
条烟就足够。”

小徐村村民张恕林，兄妹5人，长兄
今年已经63岁，家族人丁兴旺，仅直系亲
属老老少少上百人。去年，老爷子87岁高
寿过世，按传统殡葬办理，每人一身一丈
三的孝服，光白布就十几匹，花费近万
元，再加上吃饭、招待等，花费二三万元
就算很节俭，现在按新规办理只花了1000
多元。

齐都镇社会事务委主任冷建敏说，在
办理丧事过程中，倡导丧主及亲属做到
“八建议，八提倡”，即：建议不大操大
办，提倡丧事从简；建议不顶瓦打幡，提
倡哀悼告别；建议不披麻戴孝，提倡黑纱

白花；建议不唱戏打鼓，提倡播放哀乐；
建议不大摆灵堂，提倡鲜花祭奠；建议不
设宴待客，提倡只吃便饭；建议不丧后酬
劳，提倡理事从廉；建议不田中筑坟，提
倡进入公墓。

改革一开始遇到的阻力非常大。于成
华介绍说，一开始，有些老人想不通，很
抵制，村委和红白理事会不怕得罪人，一
直靠在户主家里，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
想工作，头几桩丧事严格按新规办理后，
老百姓就自觉自愿地按照新规矩来办了，
几乎不需要怎么监督。2011年4月，32岁的
吴鹏当选为小徐村村委委员。没出一个
月，家里79岁的奶奶去世了。悲痛中，吴
鹏顶着被指责不孝的压力，跟家人提出通
过红白理事会节俭办丧。不摆灵堂，不设
宴请客，丧事办完，仅在请灵车，殡仪馆
火化和购买骨灰盒上花了1000余元。

目前，经村里红白理事会办理的丧
事，每例平均花费在1100元—1200元左
右，较传统殡葬能节省一万多元。自2011
年至今，齐都全镇共办丧事938例。

提大包小包回家

看老人的多了

丧事简办不仅减轻了群众负担，而且
树立了良好的村风村气，村里尊老敬老的
风气更浓了。在齐都镇苏家村，村民王宝
霞说：“与其葬礼大操大办，不如省下来
在生前好好孝敬老人。现在都比着看谁孝
敬老人，每月给老人的生活费比以前多
了，给老人购买吃穿用品舍得花钱了。”

在齐都镇田家村，现年50岁的村民刘
玉霞，既是儿媳也是婆婆，成家30多年
来，自己和婆婆没吵过一次嘴、没红过一
次脸，一有时间就陪婆婆聊天，每天晚饭
后还带婆婆跳老年操。刘玉霞的儿媳看到
婆婆这么孝敬老人，自己也不自觉地学，
无微不至地照顾两位老人。

西关村理事会成员、村里老会计谢大
杰介绍，3年来，村里再也没有出现兄弟
妯娌之间，因为巨额的丧葬费用分担而闹
矛盾的现象，也没有发生一起因不孝引起
的纠纷矛盾，每逢周末、节假日，提着大
包小包回家看老人的多了。小徐村村支书
刘岩对记者说，民俗改革，把这件实事办
到了群众心坎上，也增加了群众对村委的
信任。

“红白理事会，不仅在婚丧嫁娶中热
心尽心，赢得好评，理事会还利用威信高
的优势，在调处邻里纠纷、化解村级矛盾
上发挥了基层‘堡垒’的作用，成为村
‘两委’的得力助手。”齐都镇党委副书
记任思忠说。民俗改革办到了群众心坎
上，也增加了群众对村委的信任。

齐都镇今年新出台的深化民俗改革实
施意见规定，对符合规定、丧事简办的
村，镇政府按村人口500人以下的补贴500
元、村人口500人以上的按村人口每人一
元的标准，每年给予一定补贴。

□ 本报记者 张晓帆 宋 弢
本报通讯员 隋信海

“俺家老母亲办丧事，一共才花了600元，丧事简办就是
好。”即墨市店集中心社区北八哥庄村村民李兴福对村里形成的
丧事简办的风气感触颇深：比按陈风旧俗操办丧事节省6000元到
8000元，足足省了九成以上的费用。

李兴福说，母亲办丧事的时候，“村里丧葬服务队”常务负
责人李思兵和13名服务成员上门开展工作，给死者整理遗容、穿
寿衣寿鞋、包裹、火化、砌坟、殡葬、处理后事、接待亲戚等实
行一条龙服务，所有事务由村“丧葬服务队”全权负责，甚至连
摆酒席应酬都省掉了。

北八哥庄村是一个不到200户的小村，经济水平在全市比较
靠后。近几年，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一些人开始在丧事上大操
大办，比阔摆谱，动则花费上万元。

“与其互相攀比办丧事，不如引导村民赡养老人”。去年年
初，村两委依托即墨市正在开展的“道德建设年”和“道德提升
工程”等活动，成立了“丧葬服务队”，负责对全村丧亡事等事
项管理和服务。同时，村里还成立了由部分村干部、党员和村民
代表组成的11人“白事理事会”，制定了工作章程和丧亡事管理
规定，要求村民遵循规矩，照章办事。每起丧事处理完毕后，由
村委计入义务工年终结算。服务队人员严格纪律，一律不得吃丧
主饭和抽丧主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刚开始时一些村民不理解，但现在村民们都感觉到了好
处，这项制度已经成了‘村民公约’了，大家非常赞成。现在，
大办丧事三天，每天摆十几桌酒席，鸡、肘子、四喜丸子三大件
上餐桌的现象在村里不见影了。”村党支部书记李全业这一变化
难掩兴奋。

据了解，当前类似于“丧葬服务队”这样的乡村服务组织，
已经在即墨很多乡村普及开来。丧事简办不仅为农民省了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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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和谐了。去年光北八哥庄村，“即墨好人”、“好媳妇”
就涌现出了10多个。

如果说，农村丧葬费用主要集中在大操大办上，那城里的费
用，主要在于下葬用地上，即城区居民的下葬用地越来越紧张。
这是因为，村民下葬一般选择村或镇为单位修建的公益性墓地，
还有部分会选择村或镇修建的怀念堂或公益性骨灰堂，免费供给
本镇、村村民使用，基本能满足需求。但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
墓地不能占用耕地，只能用荒地修建或在老墓地的基础上重建；
另一方面，农村公益性墓地或怀念堂不允许买卖，经营性墓地动
辄过万，代价太大。

即墨市环秀街道办事处的居民王秀兰现身说法：她和老伴去
年刚去福宁园墓地看了价格，过了马年，福位价格平均“马上
涨”了3000元。“1平米的墓地就要花这么多钱，甚至是房价的
好几倍，看得心里直叫苦。”

除了购买墓地，缴纳墓地管理费对居民来说也是不小的负
担。各个墓地管理规定不同，有些需要先缴纳5年的管理费，有
些需要缴纳10年，最长的一次缴纳20年。如果到期后在一定时间
内不继续交费，骨灰将被处理。

怎么解决这一难题？即墨选择了公益化的路子：今年初，市
里投资8000万元，在龙山街道办事处仙鹤陵公园内建设全市范围
内的大型公益性怀念堂，今年年底主体工程即可完工并尽快投入
使用。整个项目占地面积16864平米，该项目设计骨灰存放格位
10万个。这意味着，城区居民30年内殡葬都不用担心用地问题。

村有丧葬服务队

城区启用怀念堂
即墨以公益化路子化解丧葬难题

一个标准办，省心省时又省钱
——— 临淄区红白事改革树起文明乡风

关键词：移风易俗⑵

农村的高额丧葬债、婚姻债问题，不
仅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而且也
给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埋下了隐患，老百
姓深受其害。

临淄区通过政府倡导、村理事会具体
实施的农村红白事风俗改革，不仅为村民
节约了大量金钱和时间，使其有更多的精
力和经济用来生产、生活，还通过对红白
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赡养老人等现
象进行批判，在农村倡树和形成了正确的
婚恋观、家庭观、消费观、道德观，为新

农村建设和“乡村文明行动”提供了良好
的社会环境。去年，全省乡村文明行动现
场推进会在临淄区召开，临淄区被表彰为
首批乡村文明行动示范区。

民俗改革，也是临淄区“乡村文明行
动”触角的延伸。今年起，临淄区在全区
深入开展道德工程建设，以“身边好人”
评选活动为载体，旨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
传教育和道德实践活动，倡树一批群众看
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先进典型，促进
全区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的整体提升。

■书记点评———

民俗改革倡树文明乡风
淄博市委常委、临淄区委书记 毕荣青

□张晓帆 报道
随着移风易俗活动在全省的深入开展，各地的相关设施也更加完善。图为即墨市一

处大型公益性怀念堂效果图。

□董玉龙 张宇鸿 报道
本报夏津讯 3月20日，夏津银城街

道苑庄村84岁的老人盛玉金去世了。在当
地，80岁以上老人去世，谓之“喜丧”，
可以大操大办，可是老人的儿子杨长河在
村内连个“席面”也没摆，更没有雇吹鼓
手。村里为老人举行了默哀仪式，简单、
肃穆。

之所以这样做，村里的“退休”老支
书吕兆祥介绍说，婚丧嫁娶是咱老百姓的
大事，可是大操大办，富裕的人家相互攀
比，条件差的跟风硬撑，形成了奢侈浪
费、相互攀比的社会风气。为了刹住这股
“歪风”，早在1975年，村里出台了“规
定”：红白喜事本村不摆宴席；不雇吹鼓

乐队，一切从俭。这项“规定”一出台，
就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并且一坚持就是
39年。

俭办红白喜事，该村还专门成立了
“红白理事会”，由村里六七名德高望重
的老人组成。吕兆祥也是村里红白理事会
成员，他说，他们为村里红白喜事出力，
都是义务的，并且尽量为“东家”节省
“每一分钱”，就是放几挂鞭炮都是有数
的，不能造成无谓的浪费。

据估算，在当地，一个红白事，村内
不办宴席，可以节省近4000块钱；不雇吹
打乐手，又可节省3000多块钱。700多人
的小村里每年有30多桩红白事，一年就可
省下20多万元。

婚丧嫁娶39年不摆宴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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