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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事总是刺
激公众的神经———
住房和墓地。明天就
是清明节了，有关墓
地的讨论声不绝于
耳。滨州公墓价格如
何？使用率如何？丧
葬风俗将会发生什
么变化？本报记者一
一为您解答。

记者了解到，相比于其他
大城市公墓一墓难求的状况，
滨州的公墓相对来说还是空置
率比较高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原因。

农村选择“入土为安”

农村群众一般都把墓地选
在自家的自留地、自留山或自
留田，认为“去世后埋在自家田
地是天经地义的”。记者走访发
现，农村里许多沟港渠堤旁、田
间地头，到处是坟头，十分显
眼。“就目前滨州的现实情况来
看，滨州大部分地方是旧村改
造的，城市化的时间太短，多数
人都还保留着农村原本的丧葬
习惯，就是埋在自家地里。”滨
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的颜斌
主任告诉记者，滨州的土地较
多，暂时不存在土地资源紧张
的情况，农村人也占多数，这样
一来就很少有人会选择公墓
了。

“去年我父亲过世了，就葬
在我家的地里，我的爷爷奶奶
也是葬在那里，在我们那里基
本上每户人家都是这样的。”家
在无棣县的李先生表示，这种
老人去世后葬在自家地里的情
况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丧葬习
惯，这样每到清明时祭拜也方
便，而且不用花钱。

无棣众圣园林公墓副主任
王子涛表示，无棣靠海，土地较
多，所以人均土地也较多，“无
棣人有回家守祖的习惯，农村
人自家有地的肯定不会买墓
地，只有那些在无棣的外地人，
家里没有亲属，没办法了才会
买公墓。”

惠民县乐安园林公墓的负
责人石道友说，一般在公墓买
墓地的基本都是城里人，农村
人很少有人来买墓地，“城里人
没有自己的土地，去世后不能
埋在地里，就只能选择公墓。但
随着旧村改造、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人往城里发展的也越来越
多了，以后买公墓的人也会越
来越多，就像开发区改造之后，
人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了，公墓
是最好的选择。”

公益性公墓不在少数

既然有经营性公墓，相对的
就有公益性公墓。公益性墓地建
设由乡(镇)提出建设规划，报县
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纳入城乡建
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一般农
村居民才会有公益性公墓，而城
市居民只能安葬在经营性公墓。
公益性公墓是针对一个村或者
特定的区域，外地人不能购买公
益性墓地，购买公益性公墓只需
花费基本的墓碑成本费即可，不
需要多缴纳多余的费用，相对来
说价格很便宜。由于滨州土地资
源较多，农村居民也占大多数，
所以目前滨州市公益性公墓也
不在少数。

“这块地是属于我们彭李街
道办事处卢家大队的，葬在这里
的也都是卢家大队里去世的人，
价格很便宜，一个墓穴只要 800

元就够了，也不需要交管理费。”
一位姓李的女士告诉记者，大队
在几年前专门划出来一块土地
建成公墓，是为了杜绝乱埋乱
葬，“原来的庄稼地里到处都是
坟冢很是显眼，这样一整合既方
便管理，也方便祭拜。价格却比
一般公墓便宜多了。”

在邹平，公益性公墓也渐渐
成为今后公墓的发展趋势，邹平
青安园公墓的负责人路新伟告
诉记者，虽然青安园公墓名义上
属于滨州市四家正规的经营性
公墓之一，但随着近年的发展，
经营性公墓正在向公益性公墓
转变。“公墓是 2000 年开始建设
的，目前有墓穴在 5000 个左右。
邹平的企业比较多，所以就存在
着企业占地需要迁坟的情况。”
路新伟告诉记者，现在只要是牵
扯到这种占地的，迁坟到公墓里
都是免费的，“像邹平工业园的
一部分、韩店或高新区的百姓，
去世的葬在这里的都是免费
的。”

另外，路新伟表示，邹平“乱
埋乱葬”的情况在之前很严重，
政府为了杜绝“乱埋乱葬”情况
的发生，更好地整合土地资源，
去年开始以青阳镇为试点，政府
出资 500元/人建成公益性公墓，

把之前土地里能迁出来的坟冢
都迁出来，政府根据百姓自身
情况的不同补贴情况也不同。

“今后越来越趋向于城镇化发
展，公墓是早晚的选择。我们打
算未来几年内在邹平新区的几
个镇上再建几个公益性公墓，
减少‘乱埋乱葬’的情况。”

不少人选择骨灰堂

相对于入土为安，城市居
民去世后，将骨灰存放至殡仪
馆或者骨灰堂已经成为多数逝
者家属的选择。记者近日调查
发现，将亲属骨灰存放在殡仪
馆的人也有一些无奈，“谁不希
望去世的家人早日入土为安？
但公墓的价格动辄就是上万，
这样的价格我们根本买不起。”
一位姓张的市民告诉记者，公
墓现在的价格让一些工薪阶层
们不得不选择骨灰寄存。张先
生老家在菏泽，他跟他的父母
在滨州居住了近 3 0 年，现在已
经有了城市户口，在菏泽老家
早就没有自己的土地了，没有
了回家安葬的机会，张先生在
滨州因为银行贷款，也没有多
少钱，只能暂时将去世的父亲
的骨灰存放在殡仪馆的骨灰堂
里，“我是比较传统的，如果逝
者不能入土为安，那就是做子
女的不孝顺，将父亲的骨灰暂
存在骨灰堂里，等以后有钱了
再买块墓地好好地安葬父亲。”

据了解，和购买公墓相比，
殡仪馆里的骨灰寄存费用连个
零头都算不上，一年最高 60 元。

“骨灰堂的费用一年才 60 元，价
格比较便宜，也不占用土地。”
滨城区殡仪馆的负责人表示，
存放在骨灰堂的骨灰盒年限最
低半年，最长无期限，“只要你
一直交管理费，那就可以一直
存放在这里，没有时间限制。”
该负责人表示，存放在殡仪馆
里的骨灰盒目前已有 2 0 0 0 多
个，70% 左右来自城市人口，没
有土地也没钱买公墓的。“一直
存在殡仪馆里不是最终的办
法，近几年来也有部分转出去，
如果提前转出去了，剩下的费
用也会按规定返给家属。”

城市化时间短，公墓空置率高

2日，在仙泉园林公墓，市民正在祭奠逝者。

9年卖出不到300个
2 日，记者走访了滨州市内的

几家正规的公墓，每家公墓的售出
数量都不是很高。位于滨城区附近
的滨州仙泉园林公墓，园内墓穴量
在5000个左右，但仅有三分之一竖
上了墓碑，大多数的墓穴一直处于
空置状态。

在公墓销售处的价格表上，记
者 看 到 ，这 里 的 墓 地 的 价 格 在
10000元到40000元之间，最便宜的
要5000到7000元，但这种是没有墓
碑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仙泉园林
公墓是滨城区内唯一一家合法性、
永久性的公墓，价格都是统一的，免
20 年的管理费用。销售人员还称，
这里的风水好，每年都会涨价，以后
更贵，劝记者早买早安心。

因为价格偏高，很多想要买墓
地的市民表示“死不起”。前来咨询
墓地价格的李先生说：“买个好点的
墓地，为的也是给老人尽孝。但是现
在的墓地价格都赶上房价啦，实在
是死不起啊！”园林内几位前来祭拜

的市民均表示现在的墓地价格太
高，“高也没办法，现在市区住，又没
有自己的地，只能买墓地了。人家有
地的，老人死后都回老家下葬，就不
用花这部分钱了。”一名市民说。

无棣众圣园林公墓副主任王子
涛表示，众圣园林公墓现有 500多
个墓穴，价格在 3000元到 15800元
不等，目前仅售出100来个墓穴，连
1/3都不到。“公墓里的墓穴面积在
0 . 8平方米到1 . 2平方米之间，根据
墓穴大小不同价格不同，但这几年
公墓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没怎么
上涨过。”

惠民县乐安园林公墓的负责人
石道友也表示，乐安园林公墓墓穴
有2800个左右，公墓自2003建设以
来9年仅出售了不到300个墓穴，根
据面积、位置的不同价格区间在
3700——— 17000元之间，“虽然现在
墓穴售出情况不容乐观，但随着城
市化的发展，公墓应该越来越被人
们所接受，发展趋势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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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只是过渡手段

将发展新型丧葬
清明的习俗虽然一直保留，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
与社会结构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向城市发展，
城市化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样一来
属于百姓的土地将会越来越少，有
土地和无土地之间就形成了政府规
划性建设公益性公墓。

滨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的颜
斌主任告诉记者，现在有土地的人
们手里的土地将来可能会被政府征
用，所以政府就提前划出一块土地
来建设公益性公墓，目的是不再出
现重复迁坟的现场。“原来就出现过
开发区有一处坟冢连续5、6次迁坟
的情况，这样对谁也不好，如果由政
府出钱建设公益性公墓，就不会出
现重复迁坟的现场，对老百姓入土
为安也有好处。”

2012年 8月 31日，由政府投资
兴建的开发区人民陵园正式揭牌启
用，也是滨州市规模最大的公益性

公墓，只要是有开发区户籍的都可
以免费葬在这里。颜斌表示，“这种
模式不错，也是实现骨灰集中安置，
也可以节约2000多亩土地，一举两
得。”

“公墓也只是一个过渡手段，下
一步人们的丧葬方式应该往极地
型、生态型方面转变。”颜斌介绍，现
在的公墓不存在永久性公墓，一次
性交管理费就是交20年的，“20年之
后呢？如果没人继续缴费的话是不
是就没人管理了？时间再长一些，比
如孙子辈的还能认得爷爷的坟，但
太爷爷辈的估计就很少人认得了，
估计都没见过。”颜斌告诉记者，下
一步滨州市将向树葬、海葬等更文
明生态的丧葬方式转型，“公墓也是
占地的，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逐渐
往城市集中，公墓会逐渐消失，毕竟
不能出现死人与活人争地的情况。
但现阶段人们根深蒂固的老思想很
难转变，只能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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