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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玮

人在山间走
两旁不少坟

“这里有不少坟墓，随便一
走就能看到。”在济南市历下区
燕翅山脚下，几名小学生奔跑嬉
戏，被问到哪里有私坟，都异口
同声地给齐鲁晚报记者指路。

爬上一段石阶之后，就看到
了四五座近一人高的墓碑坐落
在山中，有的墓地修葺得非常讲
究。

顺着山路往里走，就看到零
星的几座小墓碑，有的墓碑半截
埋在土里，墓碑上的许多字迹已
经很难辨认。从山脚下往上穿过
一片松树林，在半山腰还有两片
比较集中的私人墓葬，有的墓碑
还比较新。

齐鲁晚报记者看到，这些墓
碑大多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最新的立于2011年。“最新立的
那个墓碑以前就有，是前几年翻
新的。”住在燕翅山脚下的于女
士说，她和家人在这里已经住了
二十多年，当时搬过来的时候这
些坟墓就存在了。

在英雄山上，刚从玉函路入
口处走上山，就看到零星的几片
坟墓没有规律地分散在山路的

两旁。墓碑后面有的是个土堆，
有的是石头垒起来的，大多数墓
碑后面是凌乱的石块。这些墓碑
刻立的时间也是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最近的建于1998年。有的
只有一块墓碑嵌在土里，碑上的
铭文已经完全看不清了。顺着山
体东侧的路往里走，成片的墓葬
散落山间，这里也是记者探访中
遇到的私人墓葬最多的山体公
园。

记者了解到，山体建私坟现
象并不是个例。据济南市园林局
统计，仅园林局局属景区就有英
雄山、济南市林场等7个景区存
在墓地，墓穴总数近4万个，其中
绝大部分属于违规建造的私坟。
省林业厅、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全省甚至全国都存在山
体建私坟的问题。“南方比北方
还严重一些。”

山上先有的私坟
后成立的公园

“我们接管之后，这些坟就
存在了。”济南市英雄山风景区
管理处相关负责人黄海燕说，从
2014年开始接管过来，他们实地
调查过私坟的情况，这些坟并不
集中，散落在山上。据此前官方
统计，英雄山景区内共有市民私
自修建的坟头800余处，其中已

经立碑的坟头有200余座。
“这些坟都是老坟，在山体

划归风景区之前，是村里的村民
修的，过去管理上也没有那么严
格。”黄海燕表示，“由于年代比
较久了，而且有些坟还是无主
的，我们也不能乱动，所以在整
治上确实有一些难度。”

济南的燕翅山过去在窑头
村区域。窑头村村委会相关人士
表示，分布在燕翅山上的这些坟
头很早就存在了。过去村里的人
去世了经常是自己找地方埋，大
家认为山上风水好，地方比较
大，所以到山上埋葬逝者的情况
很多见。“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而且大家观念比较传统，动坟相
当于动了风水。”

省林业厅相关人士说，省林
业厅联合民政厅等相关部门一
起推动过山体私坟的清理，但是
近十年来效果并不明显。“山体
上的私坟都是过去村民留下来
的，已经几十年了，在一些传统
观念中祖坟不能动，所以让大家
迁坟难度很大。”上述人士说。

“老坟不好迁走，就要防止
新的私坟出现。”省林业厅相关
人士说。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几年我省加强了殡葬乱象
的治理，乱建私坟的现象得到了
很好的改善。1999年，山东省颁
布了《殡葬管理规定》，规定林

地、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区
域禁止建造坟墓。省民政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尤其是农村都普遍
建立了红白理事会，防止村民乱
埋乱葬。

但是目前，在一些山体上，
仍然有1999年以后新修的坟，其
中有不少是2010年之后建的，有
的墓修建得非常豪华。“购买墓
地要几万元钱，以济南城区的价
格，最低也要两万元，所以有些
市民会选择去山上埋。”省林业
厅相关人士说。

根据新修订的《山东省殡葬
管理规定》，购买墓地也会有尺
寸限制，严格限制公墓和公益性
墓地的墓穴面积。单穴不得超过
0.8平方米，双穴不得超过1.2平
方米，墓碑高不得超过0.8米。提
倡使用卧碑或横碑。然而，在齐
鲁晚报记者探访过程中，有些私
建的墓地远远超出了这个标准。

《山东省殡葬管理规定》修订后，
民政部门没有相应的执法权，导
致在清理私坟问题上只能倡导、
引导，不能强制执行。

建一个骨灰堂
加上补贴还要20万元

如何能清理山体私坟？省林
业厅相关人士表示，让村民把坟
迁走，首先要有一个集中埋葬的

场所。比如，淄博的原山，在清理
私坟时，有了固定的场所，所以
清理的效果比较好。

窑头村村委会一名工作人
员说，村里建起了鳌角山公墓，
村里的墓地都集中在这个公墓
里，不会再在山体上建坟。“公益
性公墓建设是殡葬改革工作的
重点，给辖区居民一定固定的安
葬地点，防止乱埋乱葬。”

济阳县建起了县级骨灰堂，
农村社区建立了80处骨灰堂。“辖
区内的村民免费存放骨灰，新的
乱埋乱葬问题基本没有了。”济
阳县民政局副局长马克说。

马克表示，公益性公墓虽然
在防止乱埋乱葬方面有一定效
果，但仍然受制于资金的限制。

“加上各种补贴之后，建立一个
骨灰堂，仍然需要20万元左右。”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资金、土地等原因，公益性
公墓推开的过程比较缓慢。“下
一步，我省对于公益性公墓建设
将会有补贴，具体的补贴方法正
在制定中。”

“随着殡葬改革的进行，山
体私坟会一步步得到清理。”济
南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谢
俊利表示。目前，山体私坟牵扯
到林业、园林、民政等多个部门，
需要相关部门带头，多个部门联
合清理整治。

本本想想来来爬爬山山，，路路边边私私坟坟扫扫了了兴兴
记者探访济南山体公园，私坟乱建屡禁不绝，需多部门联合整治

本来爬山想锻炼身体，但
是一进山却发现两边不少私
坟，这不禁扫了市民的兴致。近
日，齐鲁晚报记者探访省城多
个山体公园，发现不少山体存
在私坟的现象。据相关部门介
绍，山体上的私坟大多是之前
附近村民留下的老坟，有的甚
至是无主坟，这导致私坟清理
存在一定难度。

目前，在不少山体公园里仍

然散落着一些私坟。

本报记者 陈玮 摄

■青青清明·殡葬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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