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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游游离离于于城城市市的的墓墓地地，，也也可可以以是是公公园园
民政局：生态公园墓地是发展方向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尉伟 实习
生 樊鹏莉) 一张祭扫用的香纸引燃
了附近的杂草，玉函山安全保卫部工作
人员和公安消防支队领秀城中队消防员
迅速出动，用风力灭火机、灭火器快速将
火扑灭，这是4月4日玉函山安息园内的小
型防火演练。为应对清明祭扫，玉函山公
墓建了12处消防专柜，以应对突发事件。

清明节前后天气干燥，有不少市民
在祭扫过后，对未烧尽的灰烬容易疏忽，
没保证余火熄灭就离开，容易引发火灾；
也有的市民在祭扫时吸烟，丢弃未熄灭
烟头也容易引发火灾，祭扫大多在郊外
和山地进行，一旦火势蔓延，很难及时扑
救。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野外用火一定
要远离成片的草木等可燃物，在祭扫时，
尽量不要携带打火机、火柴、烟花爆竹等
可燃物，严禁吸烟和乱丢烟头，祭扫过后
要确保余火熄灭后，方可离开。倘若不慎
引发火灾，切不可盲目逃离现场，可充分
利用身边可以灭火的物品进行扑打，例
如树枝、水桶、铁锨等，并立即请求周围
群众及园林人员支援，并及时拨打电话
报警。

记者在玉函山公墓内看到，公墓内
设有宣传广播，引导市民文明祭扫，禁止
墓区烧香烧纸，如果要烧纸，需要到专门
的烧纸处。此外公墓内，还有消防人员向
市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册。

玉函山公墓副所长孙建军说：“清明
节期间天气干燥，在整个墓区，我们建了
12处消防专柜，灭火器材充足，我们和公
安消防部门还建立了联动机制。”孙建军
提到，在巡视的过程中，如果有吸烟、烧
香的市民，工作人员会及时对其进行劝
导、制止。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实习生 杨颖

郊区墓地逐渐

被囊括进城市

3日，记者沿着鳌角山东
南侧一条刚挖的小路攀登，在
山南侧杂乱地分布着几个坟
墓，从墓碑上的记载可知立于
上世纪九十年代，山顶上就有
一个挖掘机，山的四周皆是刚
开发的楼盘。

山北侧则是一片片排列
整齐的坟墓，从山脚下一直排
到山顶，山顶还有些已经建成
但是没有立碑的墓穴，地上零
散躺着几块没有刻字的石碑。
偶尔有前来扫墓的，烧完纸后
便离开。该公墓的有关工作人
员介绍，墓地是供姚家街道办

使用的公益性墓地，平时也是
冷冷清清。“基本没人，也就是
工作人员在这边打扫卫生，平
常人不会在墓地闲逛。”

随着城市发展，原属郊区
的墓地渐渐被囊括进了城市，
除了上述墓地，还有转山公
墓、茂陵山公墓等。在寸土寸
金的城市，城中墓地除了清明
扫墓之外，成了城市中最为清
闲的场所。

济南现有18个合法公墓，
大多在远郊地区。“每年清明
节，扫个墓，从开始准备到结
束，得花一天时间，墓地太
远。”市民田先生说，“清明时
节扎堆扫墓，虽然开车，但是
路远加上堵车，来回就得花六
七个小时，加上中午休息，一
整天就过去了。”

交警部门称，每年清明节
都堵得很，去年清明节过了11

点，玉函山附近依然压车严
重。交警介绍，有些公墓的停
车位远远不能满足停车需求，
以玉函山公墓上有40000个墓
穴，但只有300多个停车位。

民政局：

公园墓地是

下一步发展方向

市民对城中墓地忌讳，而
墓地在郊区也给市民生活带
来不便。针对这两点，北京联
合大学副教授、中国民俗学会
理事张勃称，其实墓地可以与
城市的发展相协调，西方的一
些墓地有的成为瞻仰名人的
场所，或者成为市民健身的公
园，充分利用了场所，而且解
决了祭扫不方便的问题。

“中国人对承载着亡者的
墓比较忌讳，更多的是通过不

同节日到墓地与先人沟通，通
过集中的时间来纪念先人。”
张勃说，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
死亡教育，转变人们的观念，
让人们更理性地对待墓地。

“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些
郊区墓地进了城区。其实在香
港、澳门，一些墓地正对着居
民楼，但是民众对此并不排
斥。”济南市民政局社会事务
处负责人称。“青岛的福宁园
就建在市区，绿色植被非常
好，都是绿色殡葬，树底下就
是一块小石头，看不出是墓
地，平常市民就在那边锻炼。
这种生态式公园墓地，也是济
南的发展方向。”

该负责人表示，济南市现
有传统墓地居多，还没有公园
墓地的具体规划，下一步再审
批墓地将会是生态式、公园式
的墓地。

12处消防专柜

应对清明祭扫

清明节，市民扫墓祭拜
先人的时间。因为墓地大多
在市郊甚至是外围区县，市
民扎堆扫墓致使道路拥堵
不堪，即便到了墓地也少有
停车位，公交车可达的墓地
也是屈指可数。而城区的墓
地大都被居住在周围的居
民所忌讳。专家称，墓地也
可以成为公园，与城市融为
一体，公民对墓地的观念有
待转变。

鳌角山公墓，随着城市
发展，已被囊括进了城区。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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