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葬新风

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龚海

美编：金红 组版：颜莉

A02-A05

不不和和活活人人争争地地，，入入土土转转为为入入室室
骨灰祠堂进村，节省了200多亩耕地

丧葬费比以前

节省3000元

近日，记者来到济阳县苟王居
村，村子西北角的苟王祠堂装修考
究。“祠堂2012年3月修建，集村民休
闲与丧葬服务、骨灰存放于一体，分
为骨灰堂、告别厅、理事会办公区
等。”苟王居村主任高培峰介绍，苟
王居村祠堂是在坑塘填平、废弃地
整理的基础上建的，占地10亩，祠堂
内安放了一排排柜子，被分成若干
小格，可满足社区内4000-6000人
的骨灰存放需求。

“修了祠堂，村民丧葬费每户能
节省3000元。”村民刘家禄算了一
笔账，未建祠堂前村民办丧事，平均
需花费5000元。“请鼓手600元，办
宴席花费2000元，扎纸草花费500
元，孝服用白布约 200元，火化费
800元，骨灰盒花费800元。”刘家禄
说，如今有了祠堂，村民用祠堂不花
钱，骨灰盒免费存放，告别厅免费
用，无需再搭灵棚，播放哀乐CD就
能代替鼓手击奏，“算下来，丧葬费
只包括火化费、白布、骨灰盒以及烧
纸的费用，加起来也就2000元。”

这样的祠堂，目前济阳已建成
70 余个。“未建祠堂前，家里有老人
去世都会埋在自家地里。”济阳街道
办相关负责人说，每座坟占地约 5
平米，有个祠堂后，“一个村可节约
200 余亩土地”。

除了节省耕地，祠堂还让村民
关系更和谐。“以往老人去世通常与
祖先埋在一起，这带来很多问题。”
苟王居村民王女士称，祖坟以前在
自家地里，后来该地分给了别人，再
次刨坟埋葬老人肯定给该地块带来
粮食损失，自然会引起两家纠纷。

王女士称，修建祠堂后，邻里因
坟地发生冲突的现象不复存在。“逝
去的老人火化后直接将骨灰盒放到
祠堂即可，不会涉及土地问题。”

刘家禄说，以往祭拜时，村民在
田野坟头进行，“烧纸满天飞，空中
飘满灰烬，还特别熏人。”如今，都到
祠堂祭拜，有专门的烧纸处供大家
使用，村子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一个村可节省耕
地两三百亩，村民办丧
事 费 用 能 节 省 3 0 0 0
元……随着骨灰祠堂
启用，丧葬由“入土”转
为“入室”，不但节省了
耕地，还减轻了村民经
济负担，更起到了移风
易俗的作用。目前，在
济阳，建骨灰纪念堂的
方式正在农村大面积
得到推广。

提及骨灰安葬由“入土”到
“入室”的转变过程，苟王居村80
岁的村民高焕诚说，刚开始兴建
祠堂，大多数村民无法接受，“可
政府规定禁止破坏耕地挖坟下
葬，再说了，村里的耕地越来越
少，这也是为了村里发展。”

村民张女士称，刚开始，不
少村民还怀有夫妻俩合葬的想
法，“村委会同意，村民可以将先
前下葬的遗体挖出、火化，让夫
妻俩骨灰盒一起放置在祠堂

内”。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苟王居
村民接受骨灰祠堂。“现在，村里
凡是有老人去世都将骨灰盒放
置在祠堂里，感觉比以前土葬方
式更方便了。”高焕诚说。

苟王居村主任高培峰介绍，
自祠堂建成后，已有50余个骨灰
盒放置在祠堂内，“新近去世的
村民骨灰都存放在了祠堂，使用
率达100%”。

除苟王祠堂外，记者了解
到：济阳县其他村的骨灰祠堂使

用率也较高。“我们村祠堂于
2009年修建，截至今年2月，祠堂
内已存放48个骨灰盒，凡是去世
村民的骨灰没有不放在这儿
的。”济阳街道榆梁居相关负责
人张先生说。

“推行祠堂后，村民不用再
费劲找地方埋葬去世的老人，如
今也有300多位村民‘住’进祠
堂。”济阳街道韩家居张书记称：
韩家居村属于城中村，人多地
少，祠堂方便了村民安葬逝者。

济南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
处长谢俊利介绍，济南市的骨灰
堂建设主要集中在济南市周边
的平原农村地区。之所以选择在
平原地区，主要还是出于保护耕
地的目的。“目前以济阳县市区
最为典型，其他区县还较少”。

据济阳县民政局负责人介
绍，济阳县已建成公益祠堂64

处，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展较快
的村庄。“一般建设祠堂需要花
费30万元左右。”相关负责人说，
多数经济条件较差的村庄并没
有能力建设公益祠堂。

此外，迫于社会风俗影响，
祠堂选址也给建设带来一定困
难。“祠堂距离村子太近，群众在
心理上不能接受。”相关负责人

称，若祠堂距离村子很远，耕地
占用问题又随之而来，“每次选
址都需要经过公示，才能确定”。

为进一步加大祠堂建设力
度，济阳县对新建成并经民政局
审核验收合格后的公益性祠堂
项目，每建成一处由县级财政奖
励10万元、镇(街道)级财政奖励
3万元。

“比排场办丧事

人都死不起了”

郯城县李庄镇青山社区是
当地出名的富裕村，2700 多村
民 2013 年底就搬进了新建成的
社区楼房。

物质生活改善了，沿袭千百

年的丧葬观念转变起来却很困
难。“楼下车位上搭个灵棚，找来
吹鼓手吹拉弹唱折腾到半夜，流
水席摆在小区道路上，几天下来
一片狼藉。”青山社区畜禽加工
业党支部书记田胜修说，按老传
统办丧事，社区被弄成一锅粥。

村民手里有钱了还争着比
排场，有人能花十几万。干了几
十年丧葬司仪的胡尊华说，一只
纸彩的公鸡七八十块，比活鸡还
贵，一把火就烧没了。以前丧事
就弄个牛或马，现在发展成汽
车、家电、楼房等，活人用的都用
彩纸扎一套，甚至还有农场，里
面各种牲畜俱全，一套纸彩下
来，至少要三四千块钱。

讲场面的还会请歌舞团演
出，一弄就是三四天，还得请上
二三十个亲友帮忙操持。青山社
区居民高宝善说，“像这样办丧
事，越来越让人受不了，遇到经

济条件差的，人都死不起了。”

带动十多个村镇

都建起殡仪馆

比起钱财消耗，传统葬礼上
繁琐的仪式更让人吃不消。2014
年10月，青山社区居委会成立了
殡葬理事会，按照“自愿为主、小
改多次”的原则推行殡葬改革。
理事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协调居委会出资50万元，建成
了3000多平米的社区殡仪馆，供
居民免费办丧事。

“建起殡仪馆后，第一家办
丧事的村民明确表态，只是进馆
办丧礼，仪式还是按老套路。”72
岁的红白理事会会长刘夫玉说，
为加快观念转变，社区开始对按
新风尚办丧礼的家庭进行现金
奖励，前五户各奖励五千元。

奖励政策公布后，却没人尝

鲜。经过理事会和居委会不断宣
传厚养薄葬，此后多场丧礼被安
排在殡仪馆举行。“这场不要纸彩
了，下一场不要纸彩也不摆流水
席了，再下一场基本就都按照理
事会的倡议办了。”胡尊华说，一次
改一点，大家慢慢看到了丧礼从
简的好处。去年，社区一位老人离
世前对子女说，身后事就完全交
给理事会办，不许整那些花哨没
用的。第一份现金奖励，就这样发
了出去。至今，五份奖励全部发出。

刘夫玉说，现在，丧葬时间由
3 天改为 2 天，不聘请吹鼓手，不
搞披麻戴孝泼汤，丧主和宾客只佩
戴孝礼标示或白花，用花圈取代种
类繁多的纸彩，来宾就餐吃大锅
菜，不上烟酒等，“整场丧事下来，
花销两三千块钱就足够了。”在青
山社区的带动下，如今，周边已有
十多个村镇建成了殡仪馆或殡仪
服务场地，丧葬习俗逐渐从简。

亲人离世，不少地方还存在互相攀比治丧的陋习，大操大办，程序繁杂，让遗属身心俱疲，还加重了
经济负担。随着厚养薄葬的理念得到推广，我省不少地方已经扭转了丧葬观念，不仅推行骨灰祠堂、公
共棺材等新事物，还将靠一碗大锅菜治丧的简朴风俗坚持下来，让农村殡葬刮起一道道新风。

编者按

本报记者 梁越 王杰
实习生 刘朋超

济阳县苟王居村祠堂。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自自建建殡殡仪仪馆馆，，丧丧事事变变““村村办办””
村里建专门场地办丧礼，花销从十几万直降到两三千

措施：建社区殡仪馆做丧
礼场地
效果：丧礼时间短了，程序
少了，顶多花销两三千元

“按照传统习俗，扎纸彩、买棺木、租灵棚、请鼓手、办流水席，甚至要雇人唱戏跳舞，一连好几天，花钱
越来越多不说，还把亲朋好友折腾个半死”，说起传统丧葬习俗，郯城县李庄镇青山社区红白理事会会长刘
夫玉能数出一大堆问题。然而，如今一切都变了……

建一个祠堂得30万，选址仍有困难

逝者骨灰都往祠堂放，使用率100%

郯城县青山社区殡仪馆。

措施：建公益骨灰祠堂
效果：节省200多亩耕地，
每次丧葬费节省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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