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去年年770000位位烟烟台台人人选选择择海海葬葬
数量比前年翻番，加上外地来烟海葬的共1300人

本报3月27日讯(记者 张
琪) 清明节临近，记者从烟台
市唯一的海葬服务机构获悉，
烟台市骨灰撒海的比例逐年上
升，去年海葬数量达到700个左
右，较前年翻了一番。

烟台东顺海上旅游公司经
营海葬业务是从 2 0 0 2年开始
的，以前参与者寥寥无几，到如
今参与者与日俱增。该公司的
负责人倪东告诉记者，公司旗
下所属海葬服务中心目前经营

海葬业务，“前年的时候，一年
下来能接到烟台本地人的海葬
业务300-400个，去年一下子就
到了700个左右，一天最多能有
十几个，明显能够看出来比例
上升了，已经翻番了。”倪东说，
去年全年加上外地来烟海葬
的，整体数量已经达到1300个，
这个数字也比前年翻番。

倪东介绍，在烟台不少逝
者生前委托子女进行海葬，逝
者多是烟台人，年轻时因为工

作需要到了外地，老了以后回
到烟台，对于烟台有着一种特
殊的感情，因此故去后不少人
的遗愿就是魂归大海。

26日上午，来自栖霞的隋
先生携亲朋好友为父亲举行了
海葬后回到了太平湾码头上。
用于海葬的船只是一艘龙舟，
看起来庄重而典雅。记者了解
到，整个海葬大概进行了约一
个小时，在卧佛岛和担子岛之
间的海域举行，船只会在该海

域港湾中绕行三圈，家属在这
个过程中将骨灰和花片撒入大
海，仪式结束后家属再进行默
哀和悼念。

记者了解到，像隋先生一
样给亲人进行海葬的不在少
数，随着清明节的临近，烟台东
顺海葬服务中心不断接到市民
预约。据悉，海葬费用分为三
档，小型游艇大约花费1500元，
龙舟约2700元，豪华游艇则需
3900元。

旅游公司兼营海葬业务，“无名无分”一干就是12年

烟烟台台海海葬葬机机构构盼盼着着戴戴““红红帽帽””

◎海上旅游公司兼营海葬业务12年

本报记者 张琪

倪东自2002年起就开始经营海葬业务，如今12年过去
了，但正如倪东所说，“与民政部门一直没能对接充分，我
们到现在也没戴上一个红帽子”。

倪东所说的“红帽子”指的是，他们经营海葬业务渴望
得到官方认可、得到扶持、并鼓励市民主动参与。在烟台，
一个民间组织操持经营海葬已十几年，不过一直无名无分
的尴尬仍在持续。

◎机构来自民间，迟迟未获官方肯定

海葬业务开展了12年，倪
东心里总有一块心病难除。

“我们先后跑了很多趟民
政局，但是一直没能得到一个
比较理想的结果，大概有两年
的时间吧。”倪东说。

倪东告诉记者，首先要得
到民政部门的肯定，在烟台进
行海葬合理合法的肯定并获得
相关经营资质；其次要鼓励市
民参与海葬这种新兴的殡葬方
式；第三，是否可以像其他沿海
城市一样给予相应的海葬补
贴，“当然这个补贴可以只给参
与海葬的市民，不必给我们。”

倪东说，民政部门既没有对他
们的行为表示反对，但也没在
行动上有过具体的支持，这事
儿就这样一直僵着了。

倪东说，海葬在烟台难推
行有着这样那样的原因。

有人认为骨灰抛向大海会
污染环境，对于这样的理由倪
东坚决反对。倪东说，“骨灰都
是经过高温处理的，人体内不
管有什么病毒都被杀死了，可
以说对环境没有一点污染。”

一直难获官方认可，倪东
认为其中包括一些难以明说的
原因。

◎市民有需求，接受度越来越高

隋先生的父亲因为癌症
在2013年12月17日去世，3月26

日恰逢去世百天，按照父亲的
遗愿，死后要把骨灰撒向大
海。

25日，隋先生携带妻子、女
儿和母亲来到东顺海葬服务
中心咨询次日海葬事宜。经过
隋先生一家的允诺后，记者进
行了采访。

据介绍，隋先生的父亲是
烟台栖霞人，少小离家，求学
读书后安家在外地，后回到烟
台居住，老人生前就有死后把
骨灰撒向大海的意愿。

隋先生的母亲衣女士说，
“他父亲生前很开明，思想也
够开放，他说自己喜欢大海，
海葬以后不管儿女走到哪里

的海边都能缅怀，老家的土地
资源本来就紧张，这样也能给
老家省出墓地，另外儿女工作
本来就很忙，以后纪念什么的
也不必非得从外地回到老家，
也给儿女减轻了负担。”

衣女士说，老伴并不是病
后才有海葬的想法，健康的时
候就有这样的意愿。老伴去世
后，骨灰一直寄存在殡仪馆，26

日撒向大海。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自

古就有“入土为安”的观念，
因此隋老先生选择海葬，不
少亲朋都不理解。亲朋认为，
人走了骨灰也没了，什么念
想也没给留下总归不太好。
虽然亲朋难理解，但是衣女
士并未放弃。

烟台海葬一直由民间自
发组织，省内其他城市也是如
此操作吗？为此，记者采访了
青岛市民政局，发现青岛市与
烟台市的操作模式截然不同。

青岛市民政局政策法规
处一位蒋姓工作人员介绍，青
岛每年会举行 2次集体海葬，
市民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通过
殡仪馆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海葬对青岛本市人口采取免
费政策，对外地人员实行收费
政策。海葬具体操作由青岛市
殡仪馆具体进行，完全是有官
方色彩的。

记者随后在“青岛民政”
官方网站一则新闻中了解到，
早在2008年11月时，青岛殡葬
管理所已经成功举办了第 5 7

次海葬活动，当时的这次海葬
活动中共有188位逝者的骨灰
撒入大海。在网站提供的咨询
热词中，“骨灰撒海”名列其
中。

记者从青岛市殡仪馆了
解到，青岛市海葬自1991年就
开始推行，海葬的组织机构一
直都是青岛市殡仪馆。自2010

年秋季开始，对青岛市居民实
行免费海葬政策，并对选择海
葬者每人补贴 5 0 0元，对于外
地居民参与海葬的，收取 5 0 0

元/具的费用。
本报记者 张琪

青岛人免费海葬

每位补贴500元

3月25日，烟台月亮湾景
区。烟台东顺海上旅游有限公
司办公室主任王浩宇正要去办
公室，他要接待前来咨询海葬
的一家人。

一家海上旅游公司提供的
应该是海上旅游服务，为何还
兼营海葬业务呢？该旅游公司
负责人倪东看着远去的王浩
宇，随后打开了话匣子。

倪东说，他在海边经营旅

游业务已经18年了，手下有不
少旅游船只，正是因为有船，当
年时常有人来咨询他可不可以
用来进行海上葬礼，这是倪东
经营海葬的最原始状态。

几年以后，倪东到大连、日
照等沿海城市考察，也发现了
海葬业务的存在。

有了市场需求，有了外地
经验，于是烟台东顺海葬服务
中心就这样应运而生。

烟台有着辽阔的海域，具
有海葬得天独厚的优势。记者
从烟台市民政部门获悉，海葬
作为政府部门大力提倡的绿
色殡葬方式，民政部门已经向
国家海洋局报批，目前正在等
待国家海洋局的审批。

据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
作人员介绍，节约用地、文明
殡葬仍是今后殡葬行业发展
的大趋势，现在比较生态的殡
葬方式有海葬、树葬、草坪葬、
壁葬、骨灰寄存、建立骨灰堂
等，海葬在烟台也有很好的基
础。

工作人员说，他们平时也
能接到不少关于海葬的咨询
电话，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
可惜的是烟台还没有政府主
导的海葬机构。

“海葬首先需要国家海洋
局的批准，国家海洋局会对相
关海域进行勘察，然后划定特
定的区域进行海葬活动。”烟
台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作
人 员 称 ，在 国 家 海 洋 局 审 批
前，探讨海葬的收费、海葬地
点、会不会有政府补贴为时尚
早。

目前，青岛、上海等地已
经采取本地户口居民免费海
葬的措施，每年有不少市民报
名。烟台市将根据其他城市的
实施效果，借鉴其先进经验。

本报记者 柳斌

烟台海葬手续

正在报批

26日上午，一艘龙舟正在海上进行海葬仪式。在烟台，选择龙
舟进行海葬收费大约在2700元左右。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他山之石

延伸调查

26日上午，一艘结束海葬仪式的龙舟停靠在太平湾码头，参加仪式的家属陆续登岸。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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