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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长岛是我省至今唯一一个仍允许土葬的县，近几年“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日益凸显，
今年3月1日长岛正式推行殡葬改革，推出火葬费报销、免费送墓穴等优惠措施，但是一个月来，南
北长山岛共10人离世，仅有一名逝者接受火葬。虽然改革“优惠”多多，但受旧习俗影响，不少70岁
以上的老人不“买账”，他们宁愿不要实惠，也要入土为安。

长岛目前常住人口约4 .3万，分布
在10个岛上，船只成为外出岛屿的通
行工具。每年5-10月天高气爽时，交通
相对方便，除此段时间外，经常遇到
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岛屿间短则
数日长则半个月不通船。

当地曾设想将火化设备建在船
上，哪个岛上有逝者，船就驶向哪里，
但很快被否决了。“一旦在夏季遇上
恶劣天气，火葬船舶不能及时到达，
可能导致遗体腐烂。”于洪乐说。

长岛县平均一天会有一位居
民去世。“长岛总人口本来就少，加
之近几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即便在
居民集中的南北长山岛建设火葬
场，利用率也不高。”长岛县民政局
副局长肖卫东介绍。

“加之长岛南北长，东西窄，即
便在长岛建火葬场，那其他岛屿的
逝者也需要通过船只运到长岛，其
实到蓬莱也不远。加之火葬场有很
多负面影响，如污染、占地等，倒不
如直接利用蓬莱的火葬场。”

本报记者 宋佳

岛上为啥没有火葬场？

污染重占地多

利用率又难保证

采访过程中，多数同意火化的
老人都提到，去世后将骨灰撒到海
里，完成海葬。在海葬方面，长岛有
先天的优势，那为何长久以来没有
形成海葬这种新型的殡葬方式呢？

对此，长岛和平桥公墓的工作
人员唐海霞告诉记者，海葬也要基
于火葬的基础。“人去世后，不能直
接将遗体扔到海里。”唐海霞说，关
键是有时扔到海里也会被大浪推
回岛上，不仅影响不好，也有相关
规定禁止。

在殡葬改革实施前，砣矶岛有
位去世的老干部就采取了海葬的
方式。“老父亲在蓬莱火化后，自己
租用了船只，将骨灰撒向大海。”这
位老干部家属告诉记者。

“预计新建的和平桥公墓在未
来十年的时间内会饱和，饱和后将
启用北长山公墓，再过10年也会饱
和。”于洪乐说，预计用不了10年，长
岛就能实现火葬，现在有关海葬的
一些细节已经进入探讨阶段。

本报记者 宋佳

靠海为何不海葬？

遗体须先火葬

不能直接扔海里

十十位位老老人人离离世世，，仅仅一一人人火火葬葬
火葬免费墓穴白送，但烟台长岛居民一时仍难改土葬风俗

3月28日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
位于南长山岛的泰和水岸小区，小
区完工已有几年时间。在小区东侧5

米处是一片山地，抬头隐约能看到
山坡上高低起伏的坟头。“一开窗就
能看到坟头，近的距窗口也就十多
米。”小区内一位住在3楼的居民说。

零散的坟头不光占用大量土
地，导致“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
题，还存在其他一系列弊端。

“遇到雨雪天气，土葬掩埋方
式导致很多未火化的遗体腐烂，细
菌随雨雪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
影响居民身体健康。”于洪乐说。

另外，每逢节日祭祀，易引发
山火。“长岛民风淳朴，祭祀仪式非
常讲究，过程中的焚烧物让人防不
胜防。”长岛县民政局副局长肖卫
东说。 本报记者 宋佳

土葬之弊

窗外10米就是坟头

腐尸污染地下水

“去世后火化就挺好的，也不用要坟
地，直接将骨灰撒向大海也挺好。”64岁
的张先生说，这样小辈儿就不用受麻烦
了，等过年过节的到海边、湖边祭祀一下
就足够了。

按照长岛当地的风俗，亲友过世几
年后，每逢部分节日也是要祭祀的。“每
逢正月十五、二月十六、清明节、七月十
五、九月十六、十月初一、除夕这7个节日
都要举办祭祀活动。”长岛县民政局副局
长肖卫东说，这意味着子女一年至少要
祭祀7次。

“现在不少年轻人都在岛外工作，老
人过世后，一年回长岛祭祀7次已经不现
实了。”59岁的徐女士说，什么孝不孝顺，
只要生前好好对待老人就好。

“一些逝世的国家领导人都将骨灰
扬向大海，我们老百姓还讲究什么。”长
岛县民政局长于洪乐说，几年前，他和夫
人就约定好，去世后将骨灰扬向大海。

“这不是高风亮节，而是确实不想给后代
添麻烦，每年上坟都是一种负担。”于洪
乐说。 本报记者 宋佳

长岛民政局长：

夫妻俩已约定好

百年后海葬

文/片 本报记者 宋佳

浪费多>>160户人的小村庄，坟地占了5个山坡
“过去村里的老人去

世后，家人和村书记打个
招呼，将遗体装入棺椁，在
村里的坟地儿找个地方埋
葬就完事了。但是从今年3
月1日开始，过世的人都要
安葬到新墓地了。”孙家村
72岁的孙大爷说。

孙家村村支书孙成
伟介绍，村里共160余户，
一共才300多人，却开发
了5处山坡做墓地。“村里

有孙、陈、肖、罗、范等5个
姓氏，一个姓氏一处墓
地，各占用一片山坡。”孙
成伟说。

孙成伟说，在长岛，
像孙家村这样的村子并
不稀奇，其他村子同姓氏
的人过世后也不得进入
本村的坟地儿，所以很多
村子都有多处墓地。

“这与过去岛上的风
俗有很大关系，以前大家

觉得给去世的老人堆个
坟头，定期去祭祖，才有
归属感。但是，现在村里
已经出现不少无人祭祀
的坟地，占用了大量的土
地资源。”孙成伟说。

“长岛将要打造北方
生态休闲度假岛，但岛上
坟地没有统一纳入管理，
不仅有碍观瞻，更浪费宝
贵的土地资源。”长岛县
民政局副局长肖卫东说。

政策好>>火葬不花钱，还送骨灰穴位
“长岛面积共56平方

公里，土地毕竟有限。”长
岛县民政局局长于洪乐
告诉记者，由于长岛是山
东省内唯一仍然遗留土
葬形式的县，近几年，岛
上“死人与活人争地”的
问题日益凸显。

为解决这个问题，长
岛县人民政府于今年1月
26日印发《长岛县殡葬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从3月1
日起，推行长岛史上首次
殡葬改革。其中涉及长岛
县内有常住居民的10个
岛屿，共13条暂行办法，
对新公墓建设、祭祀风
俗、政府补贴等多方面内
容作出详细规定。

长岛县南长山街的
和平桥公墓工作人员唐
海霞告诉记者，去世后将
逝者遗体埋葬在新墓地

的，费用由政府、村里、个
人三部分负担，有的村里
个人承担的费用仅有800
元。

“如果同意火葬，政
府将全部负责火化产生
的费用并赠送免费墓地，
或者逝者亲属自行火化，
民政局补贴1000元，同时
还提供免费的墓穴。”唐
海霞说，这个政策优惠不
少。

不买账>>10位七旬以上老人，6人不接受火葬
“无法掌握在过去一

个月时间里，整个长岛县
逝者的准确数量，就县民
政局掌握的南北长山岛
的数字显示，这段时间
里，共10位居民去世，真
正采用火葬方式的仅有
一位老人。”肖卫东介绍。

记者在南长山岛挑

选后沟村、南城村两个村
落，随机走访了20位50岁
以上的老人发现，10位70
岁以下的老人基本都可
以接受火葬，甚至有的老
人希望直接将骨灰撒向
大海；而另外10位70岁以
上的老人中，有6位无法
接受火葬。

肖卫东说，其他地区
起初推行火葬时也遇到
困难，但是现在也习以为
常，长岛目前也是推行火
葬初期，改革被接受仍需
时日。“相信不会用太长
时间。”尽管遭遇种种阻
力，肖卫东还是不断给自
己打气。

易俗难>>女婿要给女儿火葬，老人当场晕倒
后沟村71岁的孙大

娘说，村子里每家每户都
收到政府殡葬改革的《通
知》，她和丈夫也探讨过
其中的优惠，但还是很难
一下子接受火葬。“长岛
殡葬的风俗非常浓重，一
家人都是土生土长的长
岛人，短时间难以接受，
说不定过几年火葬的人
多了，观念会转变。”孙大

娘说。
后沟村91岁老人袁

玉兰说，有些年轻人觉
得无所谓，但是他们从
出生就见老一辈土葬，
活了这么大岁数，就认
为土葬好，入土为安。袁
玉兰也明白，她过世后，
坟头可能没有人会经常
去，因为孙子辈的都到
烟台去工作了。但是老

伴 儿 已 经 过 世 十 多 年
了，希望能和他以同样
的形式埋葬在一起。

采访中有当地居民
告诉记者，长岛县曾有一
位老人的女儿去世，女婿
建议实施火葬，老人一时
无法接受，当场晕倒。老
人认为，火化了就不是她
的女儿了，希望她能完整
地下葬。

▲长岛依然保留着旧有的殡葬风
俗，图为一逝者坟头挂着“幡”。

▲长岛县后沟村一位老人拿出民政
部门下发的殡葬改革通知。

清明节将至，祭祀先人的日子又要到了，这是一个回归传统的日子。然而，随着城市文明的发展，传统正面临现代的挑挑
战。在农村，个别地方仍保持土葬传统，导致死人与活人争地；在城市，墓地价格越炒越高，死不起的问题日渐突出。。在传统
与现代的碰撞中，如何既让新风广泛撒播，又不失对传统的继承？本报今起推出清明节系列策划，与读者一道寻找答案案。

编者按

安息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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