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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青岛免费海葬400多位死亡居民，接着浙江宁波为困难家

庭推出“经济适用墓”……殡葬费用高不可攀，如何才能“死得起”，

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在城市，安葬一位逝者需要多少钱？有哪些不失庄重却成本更低

的殡葬方式？海葬、树葬等能不能被居民接受？潜新闻一一道来。

树葬、海葬、花坛葬、壁葬、骨

灰还林……青岛市民政局有关人

士介绍，越来越少的墓地资源和

高得吓人的墓地价格迫使人们转

变观念，这些新方式可以节约有

限的土地资源，人们一样可以寄

托哀思。

但目前，选择这些新殡葬方
式的居民毕竟是少数。

“如果给老人选择海葬，一定

会被村里人用唾沫星子淹死。”青
岛崂山区北宅东陈村的小陈说，

虽然看过免费海葬的报道后，他

动过为逝去亲属海葬的念头，但

犹豫之后，最近还是花1万多元给

岳父买了一块墓地。

小陈说，墓地价格虽然很高，但

不能不买。在农村，给老人找一块风
水好的墓地入土为安，是尽孝道的

表现。“压力再大也要把老人安置

好，我可不想被人戳脊梁骨。”

据了解，1991年至今，青岛参

加海葬的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即使城里人，接受海葬的也

不是很多。姚玉霞的女儿就接受

不了母亲的观点，“把骨灰撒在海

里，连个固定祭拜的地方都没有，

不安心。”

“海葬之所以推动得比较缓

慢，跟市民的传统观念有很大关

系。”青岛市民政局副局长韩同央
说，对海葬的争议除了是否“入土

为安”外，还有人认为骨灰会对大

海造成污染，但实际上这是不可

能的。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专家张树枫
表示，“人死不能复生，如何安葬只

是一个方式问题，让老人在世时过

得快乐比怎么安葬都强，重孝薄葬

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1平米的墓地就要花这么多

钱，甚至是房价的好几倍，对一般

家庭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压力。”

一位想购买墓地的市民表示。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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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房奴、孩奴、车奴之后，难

以高攀的殡葬价格又催生了一个

网络热词——— 坟奴。

王文洋说，母亲刚去世时他曾

想过买块墓地，“后来墓地价格越

来越高，买墓地的想法也就不了了

之了。”就这样，王文洋母亲的骨灰

在殡仪馆一直存放到现在。

王文洋的情况并非个例。青

岛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在青
岛，选择骨灰安放楼是大部分城

市居民处理骨灰的主要方式，能

占到70%。

青岛市殡仪馆的熊卫国处长

介绍，目前殡仪馆内已经安放骨

灰6万具，有些一放就是几十年，

甚至到后来都没有人管了。

“现在殡仪馆里的骨灰存放
已经饱和，基本上是出一个进一

个。”熊卫国说。

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的

工作人员说，选择将骨灰存到殡

仪馆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买不起

墓地的，一种是觉得生前尽孝就

可以，没必要买墓地厚葬的。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将亲人

的骨灰放置在骨灰堂里属权宜之

计，因为墓地价格太高，一旦有价格

适中的墓地就将骨灰迁走。

在青岛，除了海葬，逝者骨灰

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

一是农村的公益性墓地，公

益性墓地一般以村或镇为单位修
建，不收取费用。

二是骨灰堂，骨灰堂安置又

分为两种，一是存放在殡仪馆的

骨灰安放楼，收费从40元/年到
180元/年不等；二是农村的怀念

堂或称公益性骨灰堂，由村或镇

来修建，也是免费存放。

第三种则是购买城市经营性
墓地，这是代价最高的一种。

记者从青岛市民政局获悉，

青岛目前经过审批的城市经营

性墓地仅有10处，共计2283亩。

“国家已经不再审批新的经

营性墓地了。”青岛市民政局的工

作人员说，国家严格控制殡葬用

地，这是大政方针。而另一方面，

公墓的价格属于市场自行调节，

可用公墓越来越少，价格必然会

越来越高。

以青岛福宁园公墓为例，墓

地的最低价格为32800元，最高

的则为96800元，再加上380元/

年的养护费以及刻字费等，价格

不菲。

“一块同样规格的墓地，从

去年的 2万元涨到 3万元，如果

不赶快预订，10天之后可能是另

外一个价。”福宁园公墓的销售
人员刘女士介绍，这里位置较好

的墓地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只有

96800元的极品墓地选择余地较

大。

“墓地价格再高也不愁卖，毕

竟很多人的思想还是很传统，你

不买别人也会抢。”另一处墓地的

销售人员称。

10月23日上午，在青岛市殡

仪馆存放了整整14年后，逝者陈

舜华的骨灰被儿子王文洋撒入大

海。

“妈，儿子再送您最后一程，

以后每年我都会带孩子来海边祭

奠您。”王文洋一边撒着伴有花瓣

的骨灰，一边流泪念叨着。

10月23日、24日两天，青岛首
次免费为本市死亡居民举行海葬

仪式，427名魂归大海的逝者中有

409名本地居民，另外18位外地逝

者的亲属则需交500元。

“今年是海葬人数最多的一

年。”青岛市民政局副局长韩同央
说，免费政策推出之前的今年清明，

有225位逝者由亲属选择海葬，今年

海葬骨灰总数达到了652具。

从1991年开始，青岛率先在

全国开展骨灰海葬，每年清明节

与农历十月初一各组织一次，免

费之前，每具骨灰收取500元。

海葬的好处显而易见。一个单

穴墓一般占地0 . 8平米，双穴墓地

1.2平米，再加上绿化留空面积，一

亩地只能安置41位逝者。1000具骨

灰撒海，就可节约土地24.4亩。

海葬还减轻了死者亲属的经

济负担，农村土葬的费用为6000元

到8000元，城市经营性墓地的费用

则为3万元到5万元，而海葬除运

输、火化等外，基本不用再花钱。

选择海葬的主要有两类人，

一是学历比较高或思想比较开放
的，此次免费海葬的报名家属中

不乏外籍华人，还有一些人专门

从北京、沈阳等地赶来。

另一种是收入较低的家庭，

淄博市周村区的姚玉霞是街道办

的干部，她给公公婆婆选择了海

葬，“我死了以后也要海葬，这样
可以给儿女减轻负担，又有纪念

意义。”

但显然，海葬还不能被多数

民众接受。20年来，青岛共有4500

多具骨灰撒海，可比起年均5 . 3万

余人的死亡数字，海葬的逝者少

之又少。

存放十四年的骨灰终撒海

墓地价格再高也不愁卖，你不买别人也会抢

七成骨灰存在殡仪馆，有的一放好几十年

1991年至今，青岛参加海葬者无一来自农村

恩格斯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

与世长辞。遵照恩格斯的遗
嘱，他的骨灰罐被沉入他生
前最喜欢的英国伊斯特勃
恩海。恩格斯成为近代史上
革命导师兼世界名人骨灰
海葬的先行者。

刘少奇
1980年2月，刘少奇冤

案得到平反昭雪。同年5月
19日，刘少奇的骨灰在青岛
撒向了浩瀚无边、滔滔不息
的大海。

邓小平
1997年2月17日，邓小

平在北京病逝。3月2日，在
1800米高空，有关中央领导
和邓小平夫人卓琳等亲属
一起，将邓小平骨灰撒入大
海。

巴金
2005年11月26日，文学

大师巴金及其夫人萧珊的
骨灰，由亲属撒向上海附近
的大海。

柏杨

著名作家柏杨去世后，

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向了台
湾绿岛附近的大海。柏杨的
亲人说：“柏杨回到了‘天
家’，回到了他的故乡河南，

回到了绿岛。” （宗禾）

不少名人

举行海葬

海葬背后的“坟奴”之痛
文/片 本报记者 盛文静

■“如果给老人选择海

葬，一定会被村里人的唾沫

星子淹死。”青岛崂山区北宅

东陈村的小陈说，犹豫之后，

他最近还是花1万多元给岳

父买了一块墓地。

■“一块同样规格的墓

地，从去年的2万元涨到3万

元，如果不赶快预订，10天之

后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价。”公

墓销售人员刘女士介绍。

■树葬、海葬、花坛葬、

壁葬、骨灰还林……越来越

少的墓地资源和高得吓人的

墓地价格迫使人们转变观

念，这些新的殡葬方式既节

约土地资源，也一样可以寄

托人们的哀思。

火化遗体的温度一般
在800—1200摄氏度，如此高
温下有害细菌根本无法存
活，包括传染性极强的肝炎
病毒、结核病菌等；人体焚烧
后产生的骨灰，属无机物碳
酸钙，无有毒有害物质。

青岛海葬选择的撒海
区域在大麦岛外海、主航道
内侧，北纬36度0分至36度
02分、东经120度24分至120

度26分，经过了国家海洋局
青岛分局的专业测定，这里
的水动力比较足，撒入骨灰
能冲入海洋深处，不会导致

回流冲回岸边，不会造成海
水污染。

本报记者 盛文静

骨灰无毒害

海葬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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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在青岛参加免费海葬仪式的一位市民手捧鲜花悼念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