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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葬新风

3399年年，，白白事事只只吃吃一一碗碗白白菜菜炖炖豆豆腐腐
办一场白事千把块，村民减负看得见摸得着

“现在，不管家庭
条件好坏，办丧事都
由咱村统一标准，取
消吹鼓手，改为放哀
乐，不泼汤、不摆祭。
前来吊丧的亲戚不再
磕头、作揖，改为三鞠
躬，一场丧事平均花
费控制在 1 0 0 0元左
右，村民的负担大大
减轻了！”近日，莱芜
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
鲁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亓 发 玉 告 诉 本 报 记
者。

2014年，莱芜市莱城区
鲁家庄村专门成立了红白
理事会，全权负责村里的红
白喜事，并制定了严格的丧
事简办规章制度。

其实，早在规章制度出
台之前，鲁家庄村仍在坚持
一项长达39年的简办丧事
标准，那就是“一碗白菜炖
豆腐”。“从1977年开始，俺
村不管哪户村民办丧事，招
待亲戚朋友都是一个标准：
一碗白菜炖豆腐，馒头可以

随便吃。这个风俗一直延续
至今。”村党支部书记亓发
玉自豪地说。

一碗白菜炖豆腐是怎
么来的？亓发玉打开了话匣
子。之前，鲁家庄村位于莱
城区南部山区，地处丘陵地
带，由于离城较远，村子并
不富裕。但是，每逢家里老
人去世，主家都是大操大
办，攀比之风刹不住。亓发
玉说，当时村里一位老太太
去世，由于家族很大，光酒

席就办了20多桌，仅招待费
一项就花费了2000多元，这
在当时那个年代，着实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这样下去，
很显然在村民间助长了攀
比风，使得不少贫困户为了
撑面子经常要东拼西凑借
钱来办丧事。”

后来，村里一些表现积
极的老党员和部分村民反
映不能再这样耗费下去了，
第一次提出了简办丧事，中
午招待统一吃白菜炖豆腐。

然而，这样的简办丧事
新举措，在当时还没有现成
的例子。主家办丧事招待亲
戚朋友从大鱼大肉直接过
渡到白菜炖豆腐，传统思想
根深蒂固的村民哪能接受
得了，也没少受邻村居民的
指指点点。今年63岁的鲁家
庄村“两委”成员、红白理事
会会长亓宪春说，刚推行的
时候，不少村民觉得这未免
显得太寒酸，更有一些人觉

得不尊重对方。
“不过，时间一长，老百

姓拿过账本细看，原先不支
持的都点头同意了。因为招
待费由上千元直线下降到
两三百元，村民减负看得见
摸得着。”

如今，鲁家庄村“一碗
大锅菜”的节俭风气还在坚
持着。目前，鲁家庄村共有
131户、410口人，为了将丧
事简办的政策贯彻到底，

2014年，该村成立红白理事
会，制定了更加细化的丧事
简办规章制度。

规定中提到，无论家庭
条件好坏，办丧事都由村里
统一标准。取消吹鼓手，改
为放哀乐；不泼汤、不摆祭，
孝服只有儿子、闺女穿，孙
子辈只戴白帽；报丧统一用
电话通知，前来吊丧的亲戚
不再磕头作揖，改为三鞠
躬。

红白理事会成立以后，
第一个按新规办丧事的是
该村亓庆伟一家，他继母去
世后，按照章程要求，通过
简化程序、不雇吹鼓手、不
随烟，降低伙食标准，最终
仅花了八九百元钱就把丧
事全部办妥了。

“刚开始，全家人都不
同意简办，别村都大办，为啥
咱不行？俺们担心旁人误以
为咱心疼花钱，怕说闲话。”
村民亓庆伟说，村委成员反
复去他家做思想工作，最终，
一切从简，由村里统一操办，

当天就办理完丧事。
“以前丧事上，亲戚朋

友送花圈，主家都会随烟表
示感谢。之后，我们村将随
烟的习俗也取消了，并且一
律不收花圈。”村党支部书
记亓发玉告诉记者，如今，
无论谁家有人去世，红白理
事会的人都会第一时间到
场，全权安排统一调度。

2015 年，村里 78 岁的
亓大爷去世后，虽然他的儿
女们个个有本事，村民们也
私下议论会大操大办。但
是，在红白理事会的监督和

操办下，整场丧事并没有请
吹鼓手，没有三跪九叩，没
有摆祭，没有泼汤，一切从
简，仅花费 1200 余元。亓宪
春介绍，当天上午，逝者的
几位亲戚给他出了大难题，
在丧事上提出要磕头作揖。

“这肯定是不行的，村委费
心费力定好的规矩不能说
破就破，以后老百姓还咋遵
守，如何办理丧事必须我们
理事会说了算。”于是，在亓
宪春的劝说下，逝者的几位
亲戚最终服从了村里的安
排。

亓发玉给记者统计了一
下，新规实施后简办的丧礼，
鲁家庄村总共置办了五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多年来，鲁家庄村丧事简办
的举措已经得到了绝大多
数村民的认可。今年76岁的
李守芳说：“原先在外村一

场丧事办下来，忙坏一家
人，开销巨大不说，也成为
大家的负担，更助长了铺张
浪费和相互攀比的不良风
气。如今，外村的人到俺村
参加葬礼都夸俺们的政策
好。”

“按老风俗操办丧事的

话，三天多的开销至少万元
以上。而现在丧事简办后，
时间压缩了，酒席少了，也
没有烟酒，丧事开销自然就
降到了千元左右。”今年71
岁的村民毕福臣说，丧事简
办能延续下来，贵在村里有
制度能坚持。

33000000元元的的墓墓穴穴，，““五五保保户户””用用仅仅一一元元
两年近20人使用，但也有老人觉得不花钱不踏实

早些时候，枣庄市中区龙泉
城乡公益性公墓推出一项“一元
墓穴”政策，凡是辖区内的特困人
员（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
对象）和角膜、遗体捐献者去世以
后，逝者亲属只要象征性地缴纳
一元钱，即可获得包括墓地、墓地
管理、下葬等在内的所有服务。两
年时间过去了，“一元墓穴”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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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办白事每人
吃一碗白菜炖豆腐；不
泼汤、不摆祭，孝服只有
儿子、闺女穿；前来吊丧
的亲戚不磕头作揖，三
鞠躬就行

效果：花费1000元左右

措施：为城镇“三
无”人员、农村“五保”对
象办理“一元墓穴”，逝
者可获得包括墓地、墓
地管理、下葬等在内的
所有服务

效果：花费只有象
征性一元

枣枣庄庄市市中中区区

行情况咋样了？
“‘一元墓穴’项目我们

一直都在做，没有间断过。”
龙泉公墓负责人张女士说，
目前是在公墓里专门划出
了一个区域来承接“一元墓
穴”项目。第一期总共为这
个项目准备了60个双葬墓，
现在已经使用了近20个。张

女士表示，这一批墓穴本来
按照正常定价是每个3000
元的。早些时候听到敬老院
的老人反映，称现在买墓地
贵，所以公墓才定下了“一
元墓穴”的政策，之后也得
到了枣庄市民政等部门的
支持。

那么想申请一个“一元
墓穴”要经过什么手续呢？
记者了解到，如果是“五保”
户等特困人员，只要去民政
局开一个证明就可以来办
理了，如果是器官捐献者，
则是到红十字会去开证明，
之后再办理。手续并不复
杂，而且办这些手续也基本
不用什么费用。

不过，“一元墓穴”在推
动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张
女士分析，在很多当地人的
老观念里，墓地如果不花钱
会觉得不是自己的地方，担
心去世后墓地再出现变动，
但实际上，“一元墓穴”和正
常收费墓穴的地位是完全一
样的，都会提供相关的证书

和交费收据。另外一个原因
是特困人员很多都是鳏寡孤
独的情况，没有后人帮忙联
系。现在公墓方面也意识到
了这个问题，会主动和敬老
院中的这类老人联系。记者
采访当天，公墓的一名工作
人员就去了市中区一街道的
敬老院，为四名80多岁的特
困老人协调办理百年之后下
葬“一元墓穴”事宜。

记者了解到，“一元墓
穴”这样的项目只是针对特
定困难群体提供免费殡葬
服务的其中一种形式，从全
市层面上，枣庄制定了政
策，通过公益性公墓和骨灰
堂的建设，来解决困难群体
的安葬问题。枣庄市民政局
社会事务科科长宋成国说，
枣庄现在要求城市郊区乡
镇街道各规划建设一处公
益性公墓或骨灰堂，为城市
驻地和辖区内低保、五保对
象和重点优抚对象等群体
提供义务骨灰安葬安放服
务。

枣庄龙泉公墓的“一元墓穴”区域，现在已经使用了近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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