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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前创办红白理事会倡节俭，人虽逝俗已易

老老支支书书留留““遗遗产产””，，村村民民办办丧丧省省万万元元

除了提倡节俭办红白事，济宁高新区黄屯街道二十里铺
村已经过世的老支书米朝河在1990年建起骨灰纪念堂，从而
不用为逝者树碑建坟头，节约了土地。

骨灰纪念堂建成之后，在村里的推动下，村民们开始把
骨灰存在这里，每逢清明和春节，村民们都会到纪念堂祭祀
亲人。有了纪念堂，村民不用再去挖墓穴，节省了人力和土
地，相继有130多位逝者骨灰盒安葬在纪念堂。

但是在2013年8月份，因为焚烧火纸时的一次意外，导致
骨灰纪念堂被烧毁，好在骨灰盒受影响不大，但是逝者的骨
灰存放成了问题。

“我们曾想重建骨灰纪念堂，但是因为村庄面临搬迁，这
个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村干部张保伦告诉记者，后来村里
经过商议，决定划出一块地，然后村里集中建设墓碑、底座
等，让村民把骨灰盒统一安放，每个墓地占地都在一平方多
米，最终的目的还是节省土地，“如果村民自己建设墓地，不
仅花钱，墓地还会占用更多土地”。

本报记者 晋森

村村里里花花2200万万元元建建起起丧丧事事告告别别大大厅厅
村民只需花伙食费和火化费，其他费用集体出

本报莱芜4月1日讯(记者 于鹏
飞) “原先村里办一件丧事花费少
则八九千元，多则上万元，费钱又费
神。”回忆起没建丧事告别大厅之
前，莱城工业区口镇下水河村党支
部副书记、治丧委员会主任于来峰
不禁感慨。去年底，由村集体出资20
余万元，下水河村建起莱芜首个村
级丧事告别大厅。

3月26日，记者走进村告别大厅。
整个区域足有600余平米，院内两排
平房分布有告别大厅、男女接待室、
男女餐厅各一间，厨房里锅碗瓢盆
一应俱全，红墙白瓦的建筑格局美
观而不失庄严，大厅内部干净整洁。

“之前，村民受传统习俗影响

重，丧事操办往往大操大办三天，披
麻戴孝烧纸钱，花圈纸扎堆成山，哀
乐声响个不停。一场丧事包括置办
酒席、孝衣、哀乐队、香烟，花费需要
万元上下。因为办丧事怎么花钱发
生纠纷，造成亲戚不和的事我也看
到不少。”于来峰说。

“自打建起了告别大厅，办丧事
三天缩减成了两天，烟取消了，吃饭
大锅菜，不成席，不派祭，不开赏钱。
雇用哀乐队、租赁水晶棺，都由村集
体出钱。这样算下来，村民置办一场
丧事，也就自个掏2000来块钱。”于来
峰说。

去年底，一位60多岁的张姓老
人去世后，她的家人在告别大厅办

丧事，按老方式得花万元，最后仅花
费了2000余元。

村民于书田说：“我已经在村内
告别大厅参加好几场去世村民的丧
事，村民在这里办丧事只需花伙食
费和火化费，其他的费用村里都解
决了。”

“下一步，如果有村民继续在家
中大操大办丧事的话，村里会取消
这一户年终评比‘好婆婆’、‘好媳
妇’、‘五好家庭’、‘文明户’的资格；
对于60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在老人
节和春节时，也会取消祝寿金和过
节费。惩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用这
些举措，改掉铺张办丧事的陋习。”
该村党支部书记郑传尧说。

在城里办红白事的村民都羡慕村里

在二十里铺村的带动下，周围
的村庄基本上都建立了红白理事
会。二十里铺的村民对节俭办红白
事非常赞同，因为省心也省钱。

今年30岁的小刘2013年在村
里举办了婚礼，因为工作在济宁市
区，为了请同事们方便又在城区摆
了一场婚宴。这两场婚宴的对比让

他感触颇深，“家里每桌加上烟酒
300元已经很好了，在城区一桌普
通的饭菜花了700元，用的玉溪烟，
金水晶的白酒，收到的礼金也都浪
费在了这上面，但是不用这样的烟
酒，同事们又会笑话我。”小刘还是
喜欢在村里办喜事儿，不仅仅是节
俭，更刹住了攀比和浪费的风气。

如今，创立红白理事会的米朝
河已经去世，但是他创立的红白理
事会像一笔遗产，仍然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对于已经成立了20多年的
红白理事会，村民们的评价很高，
红白理事会制定的规章制度，也都
自觉地遵守，节俭办红白事在二十
里铺村已蔚然成风。

1990年，二十里铺村在当时的
支书米朝河的带领下，成立了村红
白理事会。“当时也是为了殡葬改
革，移风易俗搞节俭。”王兆友说，
那时候村里大操大办已有了苗头，
但还没形成风气，米朝河想给红白
事定标准来制止这种势头。

“当时米支书和党支部开会定
下规矩，红白事不准请吹鼓手，不

准大操大办，但还是有人不配合。”
王兆友说。1992年，一个村民去世，
做儿子的坚持要请吹唢呐的，怎么
做工作都不听。红白理事会觉得这
个风气不能开，象征性地给这家断
水断电，理事会不帮忙料理丧事，
邻居们也不来帮忙，那一次后村里
再也没有人请唢呐了。

“后来这户村民也扭过了思

路，主动到理事会把这事说开了。”
王兆友回忆。

2009年2月，二十里铺的红白
理事会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将规矩
固定了下来。如果有村民不遵守规
则，红白理事会成员将不帮助其料
理红白事，可别小瞧了这项惩罚，
在二十里铺村，没有理事会帮忙料
理，红白事要想办好，还真难。

如果大操大办，理事会成员集体抵制

3月22日，济宁高新区黄屯街
道二十里铺村，一位去世老人的丧
事举行，二十里铺村红白理事会组
长张立平、副组长王新海来到了这
户村民家中，除了帮这户村民料理
丧事外，另一个工作就是监督该户
村民是否按照节俭的要求办酒席。

当天白酒用的是10元一瓶的
鲁南村，烟用的是6元一盒的七喜，
加上事主自己请厨师做的230元标
准饭菜，每桌的平均花费在260元

左右。没有吹鼓手，没有哭丧者，整
个丧事既庄重又节俭。

这只是二十里铺村节俭办红
白事的一个缩影。4月1日，记者在
村里看到，办红白事的地方是村里
统一建设的厂房，由村民免费使
用，摆酒席的水电也免费。村民除
了买烟酒和肉菜外，没有其他花
费，大大节省了开支。

二十里铺村红白理事会会长
同时也是该村党支部书记的张立

平告诉记者，在黄屯街道驻地，一
桌像样的酒席少说也得380元，加
上烟酒等花费，每桌花费会超过
420元。二十里铺村通过提供免费
场地、制定酒席标准、禁止雇请唢
呐等方式，让每户办红白事的村民
平均省下一万元。

“村里每年的红白喜事在20到30
个，能省下20万至30万元。”二十里铺
村的老会计王兆友算着这笔账，想起
一个人——— 老支书米朝河。

算上烟酒，一桌酒席才花260元

文/片 本报记者 晋森

节约土地，老支书建骨灰纪念堂

24年前，为了节俭办红白
事，在老支书米朝河的带领
下，济宁高新区黄屯街道二
十里铺村建立了红白理事
会。如今，米朝河已经过世，
他留下的红白理事会却仍在
发光发热。通过由村里免费
提供红白事宴席场地，制定
标准等方式，每户办红白事
的村民平均省下一万元，村
里每年可节约20万至30万元，
受到村民们的拥护。

头条链接

1日，二十里铺村民展示

办红白事用的烟酒，酒是鲁南村，
10元一瓶，烟也不贵。背后是供村
民免费办红白事的厂房。

丧事或喜事结束后，红白理事会建立的工作台账。

3月26日，口镇下水河村治丧委员会主任于来峰向记者
介绍告别厅环境。 本报记者 于鹏飞 摄

清新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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