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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今天是清明节，这组关于清明的新闻，让人有感动有担忧。感动的是滨州一位79岁的老

人，虽然已经四世同堂，但依然守在48位烈士墓旁。担忧的是许多坟头开始侵占烟台市区的

山头，除了传统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墓价高。提出问题并非对逝者不敬，而是希望通

过大家的努力，让逝者安息。

山上坟头随处可见

3月30日下午2点半左右，记者
来到烟台西炮台烈士陵园。在西炮
台景区英雄纪念碑西面山坡上，大
小不一、新旧不同的坟头从山脚下
一直蔓延到山顶，有私家坟距离纪
念碑不到20米，排列得毫无章法。
大多墓都有墓碑，墓碑新旧高矮不
一，高的达到1 . 5米左右，矮的也有
80厘米左右。不少坟头已经有人祭
拜过，绢花、空酒瓶、烧纸钱剩下的
灰烬随处可见。

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个山
坡坟墓的数量，总数超过400个。纪
念碑东面山坡上坟墓数量明显少
于西面山坡，但也有100多个。家住
附近常到公园散步的市民告诉记
者，近年来，山上的坟头一直在不
断增多。

西面山坡墓地的年代比较久
远，根据墓碑纪录，不少是几十年的

碑，较新的也有十几年了。坟墓大多
只是一个土丘，有的坟头上长满杂
草。东面山坡的墓都较新，且排列较
为整齐。记者发现一座较新的墓地
立碑时间是2010年6月。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小黄山、鲁
东大学后山，私家坟地占领山地的
情况也十分严重，山间小道中时不
时都会出现一块墓地。

花费少让私坟走俏

在牟平开发区当老师的万先
生告诉记者，“公墓价格太高了，没
有几万元拿不下来，我兄弟姐妹4
个，分担下来也是不小的负担。价
格低的墓又觉得对不住老人。”万
先生的父亲2008年去世后，安葬在
了他们老家大窑镇附近的东山上。

“除去祭祀品，墓地当时一共
花了不到1000元，在山上选一块
地，不需要花什么费用，主要就是
墓碑花钱。”万先生说。

记者在鲁东大学立交桥下找
到一家经营墓碑生意的店家，据店
家介绍，目前最贵的石碑高1 . 6米，
价格是1200元，包括了刻字费。如
果需要拷照片，彩色的120元，黑白
的70元，总价不会超过1500元。店
家介绍说，清明临近，不少市民选
择为自己的先人重新建碑，如果要
购碑需要提前预约。

私家墓地价格低廉是市民选
择在山上安置先人最主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记者在小黄山上发现一
个王姓家族墓，大大小小的墓有十
几座。据了解，不少市民都想把家
人葬在一起，有先人的墓安置在山
上，后人的墓也大多选择安置在先
人的墓附近。

景区护林员提心吊胆

山头遍布坟头，逢山就有坟，
基本成为烟台林区、景区管理中一
个普遍现象。西炮台园林工作人员

说，“私家墓防不胜防，市民习惯了
在山上自己找地方安坟，景区发过
通告，但是坟头却不减反增。”

3月31日中午12点半，记者来
到烟台七中附近的小黄山，在向上
攀登的过程中,林中时不时出现一
座坟墓。“每天上山看着这么多的
墓地，心里能好受吗，总觉得别
扭。”家住文化南街每天上山锻炼
的俞女士说。邻近居民都将小黄山
作为休闲健身的场所，而大量坟墓
的存在与之很不协调。

3月30日下午，在西炮台景区，
园林工作人员正在排查是否有人在
私自烧纸。工作人员介绍：“每到清明
前后，护林员都很紧张，害怕有私自
烧纸引发森林火灾的情况发生。”

除了给林业部门、附近居民带
来不便，私家坟的后人其实也有自
己的忧虑。万先生告诉记者，“现在
山区经常集体开发，开发方经常不
事前通知，就把这些私家坟平了，
被人平了祖坟可是大忌。”

市区不少山头被墓地“侵占”
烟台一些城里人也开始山上建坟，这种情况还在逐年增多
本报记者 柳斌 见习记者 袁恩峻

在烟台市区许多山

头，都能看到一个个的

坟头，而且近年来呈逐

年增加的趋势。除了城

市近郊农村传统的安葬

风俗外，昂贵的公墓也

让不少城里人瞄上了山

林，选择把先人安葬于

此。众多的坟头不仅破

坏了景区，还大大增加

了山林火灾的隐患。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是
市民为逝者挑选墓地“入土”
最为集中的时期，在这段时
间，不少在殡仪馆寄存的骨
灰被取出，选择在墓地安葬。

按理说，随着近些年墓
地价格的升高，价格低廉的
骨灰寄存应该受宠才是，但
是据烟台市芝罘区殡仪馆的
工作人员介绍，自2006年以
来，馆内骨灰寄存的数量呈
减少趋势。“去年一年共存入
2000多盒，取出了3000多盒，整
体库存量减少了1000多盒。”

据了解，相对于高价墓
地来说，骨灰寄存是一种比
较廉价的方式。寄存骨灰共
有两种，根据骨灰寄存架的
材质不同，一种寄存费用40

元，一种寄存费用60元。
由于价格低廉，在2006

年之前，每年寄存的数量不
断增加。但从2006年开始，
骨灰寄存的总量开始减少。
工作人员介绍说，每年取走
的都比寄存的多几百盒，其
中去年的减幅最大，减少了
1000多盒。

据芝罘区殡仪馆的工
作人员介绍，新建墓地增多
是骨灰寄存减少的原因之
一，在不少市民心中，传统
的入土为安的观念仍然占
主导地位。

记者在民政部门了解
到，烟台市共有13处经营性
墓地，其中11处已经对外营
业。高新区等县市区正在规
划建设公益性墓地。

本报记者 柳斌

本报济宁4月3日讯(记
者 曾现金 通讯员 张
明哲) 3日，曲阜举行壬辰
年春季祭孔大典，孔子第79

代嫡长孙孔垂长首次参加
在尼山举办的祭孔大典。由
于孔氏嫡系后裔的参加，这
次祭孔大典融入更多的家
祭元素。

3日上午，尼山上颂歌
悠扬，长号齐鸣，来宾们在
尼山孔庙大成桥前肃立。在
迎宾队伍中，有礼生前来迎
接，在礼生的引导下，孔垂
长等人登上台阶，来到尼山
孔庙门前。“这样的迎宾队
伍是在家祭中才有的。”司
礼官李文广在祭孔大典结
束后向记者解释道。

记者注意到，在孔庙大
成殿的月台前，摆放着浣洗
工具。第一项仪式结束后，
孔垂长走上前，首先浣洗，
然后走进大成殿行礼上香。
李文广介绍，浣洗、上香，这
也是孔氏后裔家祭中的礼
仪。在以往的公祭孔子大典
中，没有浣洗这个环节。

在滨州市惠民县石庙镇归化村
北有一处墓群，这里安葬着参加过
1941年“五寨战斗”的48位八路军抗
日烈士。已年近八旬的管宝志老人是
这片墓地的守护人，20年如一日，老
人跟老伴一起吃住在墓地旁。

亲眼目睹

71年前那场战斗

1941年，只有8岁的管宝志，经
历了发生在归化村3里地外五寨村
的一场战斗，“村子周围到处都有
战火，家里的屋顶也被炸了一个大
窟窿。”管宝志说，后来日本人撤
了，当地村民找到了这次阻击战中
牺牲的48位烈士的遗骸，由于当时
条件所限，把48位烈士统一葬在了
归化村南一处湾边，后来由于雨水
侵蚀，又统一迁往归化村北，也就

是现在大家看到的48座坟头。
“48位烈士只有一位名为李炎的

有后人找到，其余的47位烈士均成了
无名烈士，我见过他们的遗体，虽然
当时年纪小，但想起来也都历历在
目，烈士们穿着很简陋，怀里揣的只
有一些糠饼。”管宝志说。

1992年前后，59岁的管宝志老人
与老伴赵银亭一起搬至48烈士墓旁
边，开始为烈士们守墓，“这片墓地几
经修缮，才有现在的样子，每天早上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墓地转一圈，给
坟头添添土，除除草。”

家中四世同堂

依然守在墓旁

管宝志现年已经79岁，老伴赵银
亭已经84岁，赵银亭告诉记者：“他腰
不好，经常腰疼，走路也没我快，有些
时候墓上有事，我也经常帮帮忙。”20
年过去了，两位老人就这样一直守在
48烈士墓旁边，为其打扫修整。

两位老人住的房子是以前附
近一所学校淘汰的教室，房间内还

依稀看到黑板，屋内墙面斑驳，甚
至外屋的门窗也已经关不严，条件
非常简陋。

管宝志老人的儿孙都已有家
有业，重孙也已经5岁了，可是这位
四世同堂的老人却这样告诉记者：

“不走了，就一直住这里了，这里清
静，孩子们想我了就过来看看我，
平时不愁吃穿，腿脚也算结实，每
天给墓上添添土也不累，政府每年
还都会送来一些补贴和粮食，年龄
大了也没有太多奢求，就守着墓。”

格头条链接

烟台骨灰寄存

数量逐年减少
新建墓地增多是主因

曲阜举行

祭孔大典八旬老汉守48烈士陵墓20年
他8岁曾见到了村旁的那场战斗，目睹了烈士们牺牲的情景
本报记者 李运恒 见习记者 赵树行 通讯员 董泽元

烟台西炮台烈士陵
园周边山头上坟头林立。

本报记者 熊戈措 摄

管宝志守护的48座烈士墓，非常整洁。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清明节，那些让我们感动与担忧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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