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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倡新新风风，，干干部部带带头头平平毁毁自自家家坟坟
民政部：生态安葬纳入政府保障范畴

民政部：

尽快出台

《殡葬管理条例》

中办、国办《关于党员干部带头
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提出，加快修
订《殡葬管理条例》，健全基本殡葬
服务保障、殡葬服务市场监管、丧事
活动管理执法等方面的制度。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表
示，目前，《殡葬管理条例》修订工作
已被纳入重点立法项目，正在积极
推进，争取对一些殡葬重点、难点、
焦点问题达成相对统一的意见，推
动新条例尽快出台。同时，各地也在
加快推进地方性殡葬法规创制，积
极开展殡葬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
革的制度探索和创新，不断规范殡
葬服务管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据新华社

■殡葬消费高

惠民殡葬政策

全面推行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指出，
殡葬高消费问题反映出群众在支付
殡葬服务费用方面存在经济压力，这
与殡葬领域公共服务水平低、殡葬救
助保障政策措施不完善有关。

这位负责人表示，应从以下几
方面入手解决此类问题：全面推行
惠民殡葬政策，逐步建立殡葬基本
公共服务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
殡葬需求；严格执行《国家发展改革
委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
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等
殡葬收费政策，落实基本服务政府
定价、选择性服务政府指导价的定
价机制，同时联合价格、工商等部门
加强对市场化殡葬收费行为的监
管，规范殡葬服务和收费行为，维护
丧属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加
强公益性公墓建设，将为身故者提
供公益生态安葬服务纳入政府基本
公共服务保障范畴，满足群众“逝有
所葬”的基本安葬需求；大力宣传厚
养薄葬观念，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大
操大办之风，树立文明节俭治丧的
新风尚。

相关链接

民政部：

强化监督检查

纠正殡葬领域歪风

民政部日前就2015年清明节工
作发出专门通知，要求殡葬服务单
位强化行风建设监督检查，采取随
机抽样、实地暗访、民主评议、委托
评估等方式，推动殡葬领域行风建
设。民政部要求，清明节期间要强化
殡葬服务市场执法检查，集中清理
殡葬服务收费项目不合理、服务内
容不明确、服务用品价格虚高、强制
和捆绑服务等问题，坚决纠正殡葬
行业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如
何以此为契机，将缅怀过去、寄托哀
思、孝老敬亲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发扬光大？又怎样让奢靡之风和敛
财恶习渐行渐远？民政部从殡葬行
风建设入手，要求各地殡葬服务单
位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纠正不良风
气。一是普遍坚持服务“六公开”，聘
请行风监督员，清理不合理收费项
目，积极开展便民服务。二是突出重
点、建章立制，狠抓殡葬领域行风建
设。三是落实责任、强化监督，把行
风建设要求落实到干部职工的自觉
行动中。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清清明明祭祭祖祖，，女女儿儿却却不不能能上上坟坟
专家：或源自传统男权思想，应剔除陋习

清明时节，人们
通过祭扫的形式来
寄托对故人的哀思。
可是，在鲁西南一个
小村庄长大的小程
却连爷爷的墓都没
有 去 过 。每 逢 清 明
节、农历七月十五等
传统祭祀日子，家里
的堂兄弟都去祖坟
祭祖，唯独小程守在
家中。原来，按照老
家的习俗，未出嫁的
女儿不能到故人墓
地祭扫。

不许女儿去上坟，让侄子代劳
与小程遭遇一样，在鲁中南

山区某县的农村地区，女子不上
坟也是难以撼动的习俗，甚至是
不可违逆的族规。

今年32岁的小侯就来自该县，
他是家中独子，父辈兄弟两个，叔
叔家只有两个女儿，小侯也就成了
爷爷唯一的孙子。在小侯很小的时
候，爷爷就去世了，父亲和叔叔常

年在外打工，但是每到传统祭祀日
子，再忙也要回家上坟。

不过，上坟的时候他们只带
着小侯。“根据族规，堂妹不能到
家族的老陵上坟。堂妹还不懂事
的时候，曾经哭着闹着要跟着去
祖坟，一向宠爱女儿的叔叔竟然
大发脾气。”小侯回忆说，后来因
为去了很远的地方打工，回一趟

家很不方便，叔叔也没法回家祭
祖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让自
己的女儿去上坟，“反而都是让我
这个侄子代劳，把纸和香带到祖
坟上烧一下。”

对“女子不上坟”的习俗，山
东大学民俗学副教授李浩说，目
前山东地方志还没有关于“女儿
不上坟”的记录，这可能是某些农

村地区不成文的风俗。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刘德龙

解释，关于“女儿不上坟”的习俗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传统男权
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儿不是自家
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受“男尊女卑”老观念的影响，所
以女儿在娘家不能上坟，在婆家
却可以上坟。

“独生子女政策”倒逼陋俗改变
“女儿不光不能上祖坟祭祀，死

后也不能入祖坟。在老家，谁家没有
儿子，多会留一个女儿在家，招一个
上门女婿，但是女儿和女婿死后也
是绝不能入祖坟的。”赵大爷说，他
们附近一个村里，有一个上门女婿
破例埋进岳父家的祖坟，骨灰都已
经入土了，却遭到家族的强烈反对，

“因为家族中的孩子上高中以后学

习越来越差，迷信的族人们将之归
咎于不守规矩的上门女婿。”

随着社会发展，在农村扎根
上千年的祭祀习俗也开始松动。
小侯说，由于外出打工的男人越
来越多，甚至一个家族没有几个
男丁在家，他们走得又比较远，严
格按照族规，每年回家祭祖六七
次成本太高，于是这个“重任”便

落到了媳妇肩上。“在我们老家，
儿媳死后虽能随夫葬入祖坟，但
是生前不能轻易进祖坟祭祀，现
在完全变了。”小侯说。

刘德龙介绍，女子不上坟的习
俗在逐渐改变，尤其是现在很多家
庭都是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女儿的
家庭也不断增多。这实际上是在倒
逼习俗的改变，尤其是陋习的摒弃。

甚至现在有些地方，女儿带着女婿
回娘家上坟的也有。

客观现实倒逼祭祀习俗改
变，这也是对女性的尊重，是一种
进步。刘德龙认为，对传统习俗要
科学区分、正确对待。对长久性、
有广泛参与度、认可度的习俗可
以保留下来，而糟粕的东西应该
剔除。

■“治丧难” 分批实施殡仪馆改扩建工程
根据《２０１４中国民政统计年鉴》，２０１４

年全国死亡人口９７７万人，火化遗体４４６万
具，殡仪馆１７８４个，火化炉５７４３个，平均下
来，每个殡仪馆和每台火化炉全年火化遗
体分别为５４７６具和１７０１具，火化任务较为
繁重。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说，近年来，
针对殡葬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后、基本殡
葬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各地加大了规划建设力度，一些大中城市

分期分批实施了殡仪馆新建和改扩建工
程，淘汰了一批落后的火化设备，改善了群
众治丧条件。

据悉，结合“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各地
将进一步制定完善殡葬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争取纳入当地城乡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合理配置殡仪服务、遗体火化和骨灰安
葬设施，加快建成规划布局合理、服务功能
完备、引导改革方向的殡葬公共服务网络，
为满足群众治丧需求提供基础保障。

■殡葬改革 丧事大操大办明显减少
据介绍，在推行火葬改革方面，近年

来，中西部许多地方根据客观条件变化，调
整扩大了火葬区，加大了宣传引导力度，提
高了群众参与殡葬改革的积极性。东中部
一些省份火化率持续攀升，有十多个省份
连续多年火化率保持在９０％以上，有的已
达到１００％。２０１４年全国遗体火化率为
４５．６％。

同时，丧葬方式更加多元生态，各地普
遍推行集中规范安葬，积极推广骨灰存放、
树葬、花葬、深埋等多种节地生态葬法，加
大对节地生态安葬的奖补力度。黑龙江、浙
江、安徽、湖北、重庆、宁夏等地部分市县出
台了对选择树葬、花葬、骨灰深埋等节地生

态葬式的奖补办法。北京、天津、辽宁、上海
以及广州、南京、宁波等地实施了骨灰撒海
补贴政策。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表示，２０１３
年，中办、国办《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
葬改革的意见》下发以来，殡葬改革新理
念、新要求得到宣传强化，党员干部以身作
则意识增强。许多党员干部带头从简安排
丧事活动，主动退还礼金。有些领导干部力
排家族阻力，带头平毁自家祖坟，节地生态
安葬骨灰甚至不保留骨灰。在党员干部模
范带动下，各地殡仪馆悼念活动举办率显
著降低，丧事大操大办现象明显减少。

据新华社

每年清明期间，关于殡葬消费高、“治丧难”、市场
不够规范等话题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清明
节前夕，围绕如何破解殡葬高消费难题、缓解群众“治
丧难”、加快殡葬改革、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等问题，记者
采访了民政部社会事务司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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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本报记者 宋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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