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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清明节陆路客流超春运
铁路逼近历史最高值，次日客流迅速回落

本报济南4月5日讯(记
者 刘红杰) 据省气象台
预报，5日开始我省出现大
风降温天气，而且自西向东
出现降水，周六夜间到周日
的最低温将重回0℃，为此，
省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黄
色预警信号和内陆地区大
风降温预报。

省气象台预报员介绍
说，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从5
日开始我省将出现大风降
温天气。白天，渤海、渤海海
峡、黄海北部北风7级阵风9
级；半岛地区北风4～5级阵
风6级，夜间增强到7级阵风
9级，内陆湖面6～7级阵风8
级，其他内陆地区4～5级阵
风6级。

大风和小雨带来的过
程降温幅度6～8℃，7日早
晨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
山区和半岛地区0℃左右，
其他地区3℃左右。

另外，5日，我省自西向
东将出现降水，枣庄、临沂、
日照、青岛、烟台和威海有
小到中雨(5～15毫米)，其
他地区有小雨(3～8毫米)。

今天降温6-8℃

明晨最低温0℃

据新华社天津4月5日
电 4日，天津市塘沽区78
名家属将片片白菊花瓣撒
入大海，纪念长眠在渤海湾
的亲人。这是天津市民政局
殡仪服务总站第三次组织
参加海葬活动的家属进行
海上文明共祭。近年来，天
津先后有4万余人选择“海
葬”“树葬”等绿色丧葬方
式。

据了解，天津市的“海
葬”活动始于1990年，到目
前，天津已举办了百余次骨
灰撒海活动，撒放超过1万
余逝者的骨灰。

“海葬”之外，“树葬”也
渐渐被百姓所接受。据了
解，1991年清明节，天津在
天津寝园举行第一次“树
葬”，到2004年，寝园内已累
计植树18842棵，埋葬29118
位逝者的骨灰。到2005年，
天津又开始在天津憩园开
办植树区骨灰安葬。截至目
前，已植树近4000棵，埋葬
5000余逝者的骨灰。

天津有4万余人

选择绿色丧葬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4月
5日电 5户报名、2户参
与———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今年清明节举行的首次

“树葬”倡导活动冷清收场。
据当地民政部门介绍，该市
推行“树葬”5年来，参与者
仅有20户，新型殡葬方式仍
需加强推广。

据包头市民政局社会
事务科副科长包玫介绍，

“树葬”是一种绿色殡葬形
式，将逝者骨灰用可降解材
料包裹葬于树下，不做坟头
不立碑，既能保护生态环
境，又满足了人们“入土为
安”的传统观念需求，同时
也大大降低了殡葬费用。

包头推行“树葬”

5年仅20户参与

本报济南4月5日讯(记者 杨
传忠 通讯员 王学锋 唐磊
孙霞) 进入清明小长假第二天，
省城公路、铁路各大客运站相比4
日的客流迅速回落，由于冷空气
伴随着小雨驾到，不少旅客放弃
了出行计划。而根据最终统计，清
明首日客流峰值远超过春运，济
南火车站当日8 . 2万人次的发送
量直逼历史最高纪录。

5日上午，记者在山东交运济
南长途汽车东站看到，这里已经
没有4日的喧嚣，候车室里甚至还
有不少空位，旅客基本无需排队
便能买上票。而清明第一天，这
里的中短途客流一度爆棚。“主
要是一场小雨，加上比较冷，想
去 近 郊 玩 的 旅 客 也 放 弃 了 计

划。”山东交运客运负责人表示。
而清明首日，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日发送旅客接近7万人次，单日峰
值超春运。

铁路方面，“我们原以为4日也
就7万多人，没想到进入傍晚后客
流也十分凶猛，根据最新统计，站
上4月4日发送了8 . 2万人，离8 . 3万
人的历史最高纪录仅差一点点，远
超过春运。”济南火车站相关负责
人表示。据介绍，蛇年春运中，车站
最高纪录是5 . 7万人，清明客流比4
月1日、2日增加了近1倍，高铁各站
中曲阜东站等客流也猛增一倍，令
铁路部门始料未及。

预计4月6日下午，铁路和公
路均将迎来清明小长假的返程高
峰。

2500多“无主”骨灰待认领
有的已经放在济南殡仪馆40多年无人祭奠和续费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贾景媛

公益墓地遇冷与“死不起”无关

□本报评论员 王昱

《法制日报》4月3日报道，2009

年,宁夏各公墓陆续推出公益性墓
区或墓型，但选购者不到总量的
10%，银川福寿园公墓200多个标价
99元的公墓竟无一售出。多数逝者
家属嫌墓地“不够气派”。

节约而廉价的公益墓地被大
量空置，看来殡葬面临的并非单
纯是“死不起”的问题。更触及到

了“厚葬”这一根深蒂固的习俗。
消除目前在殡葬礼仪上过于悬殊
的差距，恐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
必经之路。

为了“死得体面”，国人在丧
葬问题上的攀比之风古已有之。
而在商品经济刺激下，这种风气
更是急剧膨胀。在“天价墓地”、

“超豪华墓园”大行其道的当下，
仅有一块铭牌的公益性墓地相当
于现代版的“草席裹尸”，要逝者
家属接受这样的“薄葬”显然于情
不合。只要墓地规格悬殊的差距
还存在，“死者为重”的心情就必
然驱使着尚有能力的家属们“舍
低就高”。

然而，在丧葬礼仪上的三六

九等终究是传统等级社会的附属
品，它与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精
神是格格不入的。美国的阿灵顿
国家公墓，所有安葬者无论生前
身份地位，从排位到规格一律平
等。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有
大小之别，财富可能有多少之分，
但论及生命的尊严，现代社会不
承认任何人比其他人“生而高
贵”，只有法老和皇帝才会修建金
字塔和皇陵。殡葬规制上趋同，体
现的是国家对每个公民生命价值
平等的认同，是现代国家必不可
少的标志。

日益加速的市场化进程刺激
着贫富阶层殡葬待遇差距的拉
大，而现代社会的生命尊严平等

的理念则要求减小这一差距。在
这对矛盾面前，政府有着无可推
卸的社会责任，不能予取予求地
放任殡葬业“市场化”。像搞“坟地
产”、擅用职权为亲属修建奢华坟
墓这样的行为，更是在刺激殡葬
待遇悬殊化的趋势愈演愈烈。生
有所养，死有所葬，是现代社会每
个人应享有的权利，管理者应保
障这一权利的公平分配，而不是
用其折现。

殡葬向节约、环保移风易俗，
政府的主导力量至关重要。让奢
华的墓穴不再成为身份的标志，
让每个人生命的尊严都得到平等
的尊重，这才是现代社会对逝去
的国民应有的态度。

4日，在济南市殡仪馆，约十
层高的骨灰盒存放处，每层又被
分隔成几十个小格子。“整个骨灰
堂能容纳骨灰盒7000多个，因为
容量有限，目前无人认领的2500
多个骨灰盒部分下架了，但没有
进一步处理。”济南市殡仪馆安放
科的负责人李荣洁说。

李荣洁说，这些“无主”骨灰
盒多数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
年代期间，最长的已经存放了40
多年，不少人留下的联系方式是

住址或单位地址，一旦搬迁或更
换工作，就很难联系上。现在来查
找的，一般是隔代人，找的是爷爷
奶奶辈的骨灰。

“骨灰盒寄存分临时寄存和
长期寄存。现在的‘无主’骨灰盒
多是超过30年没有交费的。”李荣
洁介绍说，如果补交费用的话，只
需要按行政性事业收费，一年补
交40元管理费。目前，时间最长的
拖欠保管费近2000元，2500多个
骨灰盒拖欠了上百万元管理费。

有的骨灰存放已超40年

“如果骨灰盒寄存人既不续
费，也不告知放弃，80天不来认
领，济南市殡仪馆有权处理。”齐
鲁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强说，骨灰
盒寄存人和殡仪馆是保管合同关
系。合同有明确规定，超过保管期
限，殡仪馆有权自行处理，处理方
式包括海葬、花坛葬等符合公序
良俗的方式来处理。

高强分析说，这只是合同约
定，归根结底，殡葬法律的缺失导
致“无主”骨灰在处理上遇到了

“瓶颈”。毕竟骨灰不同于普通的
寄存物品，其特殊性让管理单位
处理起来谨小慎微。

“无法判断是亲属不愿认领，
还是的确无主可认领，不敢轻易
处理。”济南市殡仪馆副馆长任军
民说，考虑到传统观念和人道主
义精神，殡仪馆暂时只是下架“无
主”骨灰盒，还没有处理。

如果市民想寻找亲人的骨
灰，可与济南市殡仪馆联系，电
话：(0531)85703619。

“无主”骨灰处理遇“瓶颈”

5日早晨，济南笼罩在一片雨雾中，众多市民打着伞外出游玩。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4日，在济南市殡仪馆骨灰存放处，没有人来祭奠和认领的骨灰
已超过2500个。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济南殡仪馆还有2500多个骨灰盒无人认领，既不续

费，也不告知放弃，处于被遗忘的境地。”济南市殡仪馆馆

长高传伟说，一到清明，市民纷纷前来悼念逝去的亲人，这

些无人祭奠的骨灰盒则十分“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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