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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田宝宗

投入2000万
减负至少4800万

5月10日，沂水县沂城街道
东关街83岁的高中美老人去
世，殡仪馆免除了火化等费用，
还提供了免费的骨灰盒，这笔
费用以前大约需要1200元。在
此前一天，沂水县出台惠葬政
策，县财政拨付2000万元，当地
居民去世后包括墓地在内的基
本丧葬费由政府承担。

沂水县财政拨付的2000万
元，其中1000万元用于支撑殡
仪馆运转，此后还将每年拨付
1000万元；另1000万元是一
次性的追加资金预算，以奖
代补给验收合格的各个公益
性公墓，确保已建成的公益
性公墓能免费提供给村民，
在建的能保证工程进度和质
量。早在2013年，沂水县就根
据上级有关通知精神，鼓励
各乡镇利用非耕地修建公益
性公墓，并陆续拨付了部分
扶持资金。但受制于乡镇经
济实力不一等因素，各个公
墓的建设起步不一，截至今
年5月中旬，该县已有62个公
益性公墓建成或在建。规划
面积达50亩的县级公益性公
墓，也已完成规划选址和地上
附着物清理。到7月初，目前在
建的乡镇一级公益性公墓将全
部完工。

“最少能省6000元。”今年
67岁的李宝森是沂水县许家湖
镇南小尧村村民，会木工的他
年轻时经常给老年村民打棺
材。据其介绍，按照当地传统，
村民步入老年之后就开始给自
己准备墓穴和寿材。一个墓穴
大约3米见方，深度接近两米，
15层红砖铺底，四壁也用红砖
垒砌、水泥填缝，再用水泥预制
板盖顶。建墓穴的人工和建材
费最少需要2800元，最便宜的
杨树板棺材也得2000元，再加
上到殡仪馆必须花的1200元，
有了免费公墓后，这6000元实
打实地省下了。

按照沂水县殡仪馆的统

计，当地每年去世居民数量在
8000人左右。据上述数字计算，
沂水县财政投入的2000万元惠
葬扶持资金，至少能为死者亲
属减少4800万元的丧葬负担。
如果扩展到随之去除的扎纸
彩、流水席等大操大办耗费，这
2000万元换来的减负额度将会
过亿元。

沂水县县委书记薛峰算过
几笔账，其中推行免费的公益
性公墓，可比原先节约90%的
墓穴占地。除此之外，资源账，
仅棺木一项，就可节约木材1万
立方米；环保账，可集中引导摒
弃放鞭炮、扎堆焚烧冥币等不
文明祭祀行为，空气质量将进
一步提升；安全账，可消除上坟
烧纸引发的火灾隐患。2000万
元换来的不仅是为群众减负，
还产生多方面社会效益，这账
怎么算都值。

公益性公墓
一亩地可安葬400人

“县里出台的惠葬政策，特
别是公墓免费，就像门把手，抓
住了打开移风易俗之门的有效
途径。”沂水县许家湖镇党委书
记刘健铭说，移风易俗是基层
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丧葬改
革更是难上加难。数千年遗留
下来的丧葬陋习在部分人心里
根深蒂固，圈地占坟、大操大
办、攀比成风，如果不改，就连
保住耕地红线都要受影响，更
谈不上移风易俗。

走访沂水县多个村庄，记
者了解到，这些村子原先的公
墓大多规划于上世纪70年代，
已无空地可用。近些年逝者的
坟墓大多修建在自家耕地内，
有的以家族聚集，有的零散安
置，分布在村庄四周，一座坟墓
的占地面积接近10平方米。如
果算上坟墓之间的间隔，一亩
地也就能容纳20多座。而新建
成的公益性公墓，一亩地能安
葬400人。

沂水县地处沂蒙山腹地，
山地和丘陵地带占县域面积
的62 . 5%，虽然人均1 . 5亩的
耕 地 面 积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但受土地瘠薄、易受干旱
影响，农作物产量并不稳定，

私自修坟建墓对耕地的蚕食
日趋影响着农业发展。

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发展，
沂水县城的建设脚步也在加
快，城郊失地农民的范围如涟
漪般向外扩展。沂水县有一处
经营性的墓地，墓穴的均价在1
万元左右。这1万元对失地农民
和县城内经济条件较差的居民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免费
的公益性公墓，避免了出现“死
不起”的窘境。

“连棺材都不用准备了，谁
还在意扎纸彩这些花里胡哨的
东西。”沂水县沂城街道解家官
庄村村民武传胜今年75岁，早
在十多年前就花5000多元给自
己修好了坟，还买了厚达20厘
米的梧桐木棺材。在他看来，以
后人没了都要葬进公墓，身后
事最看重的修坟、打棺材都可
以省去，其他一些讲排场、花钱
较多的环节都可以不要，儿女
要孝顺、讲体面，父母在世时好
好照顾就行。

南小尧村党支部书记李洪
生说，个别子女在父母生前斤
斤计较，怕花钱、怕受累，等父
母去世时又想用丧事大操大
办来弥补自己的过错，感觉
这样做就是孝顺。人都没了，
花 再 多 的 钱 老 人 也 享 受 不
到。现在提倡厚养薄葬，身后
事全免费了，那些不孝子女
没了后悔的机会，想花钱表孝
心只能趁老人在世。

公墓建成后
没人再提前修坟

南小尧村的公益性公墓建
成于2016年5月份。公墓占地
10 . 5亩，一期建成了155个双
人墓穴。这些墓穴依次整齐排
列，每个墓穴上方栽植着一米
多高的柏树，下方是横卧在地
的大理石墓碑。每排墓穴之间
都铺设有地砖通道，在公墓入
口处还开辟了停车场。惠葬政
策出台后，这处公墓还将分期
扩建，成为周围8个村子共同使
用的公益性公墓。有附近的村
民顺路或者特意赶过来察看，
有村民说这种档次的墓地像是
公园，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葬
在公墓，比东一个西一个乱葬

在野地、上起坟来围着村子满
处跑强多了。

这处公墓的建设源于征地
迁坟。去年该村西侧一片土地
被一家工厂征用，其中有数十
座坟墓需要迁移，村里以此为
契机修建了公墓。加上从附近
一座金矿危险区迁移来的坟
墓，一共有105座墓穴投入使
用。然而时至今日，除了这迁移
来的105座坟墓，被村民认为像
公园的公墓，还没有其他逝者
葬在这里。

“公墓已经建成，被大伙
普遍认可还得有个过程，我
感觉压力不大。”南小尧村党
支部书记李洪生说，近一年内有
两三位老人相继去世，因为他
们早在多年前就修了坟、买了
棺材，有的还是在前几年老伴
去世时就已经准备好了双穴，
等着葬在一起。县里要求不能
一刀切，也得考虑他们的生前
意愿以及亲属态度，就没强制
他们葬入公墓。但自从公墓建
成后，村里已经没有人再提前
修坟、买棺材，办丧事的仪式也
越来越简化，说明大家已经认可
公益公墓，风俗习惯也正走向
开明。

解家官庄的公墓比南小尧
村的早建成半年多，已经有6名
逝者入园安葬。2015年底公墓
建成时，村委会干部做了好一
通说服工作，才让前两名逝者
在此安葬。他们同样都早已修
好坟、买了棺材，亲属希望不要
浪费了这些投入，同时也想让
逝者跟祖先葬在一起。“反复
做亲属的工作，他们最终理
解了，其中一家还把散葬在
村外的先人坟墓迁到了公墓
内，村里也给这两家都补偿
了2000元钱。”解家官庄村会
计武玉进说，第3个安葬进公
墓的是他母亲，作为村委会
成员、党员，他得带个头，母
亲去世后他没提任何条件，
主动将母亲葬进了公墓。随
后的第4名逝者，是老村支书
的母亲，也没提任何条件。后
面两位逝者的亲属曾经感觉
公墓是免费的，老人去世后
自己没花钱，抹不开面子，但
看到已经有人带了头，顺其
自然地选择了公墓。

殡葬改革沂水样本调查

公公益益性性公公墓墓开开启启身身后后事事免免费费时时代代

沂水县目前建成或在建公益性公墓已有62个。

5月10日起，在临沂市沂
水县，凡具有当地户籍、在
当地去世的居民所涉及遗
体运输、火化、骨灰盒等基
本丧葬费用全免，还可以免
费安葬到公益性公墓内。省
内的新泰市青云社区，曾在
2014年推出过同样的举措。
相较而言，沂水县惠及面更
广，在国内鲜有同级行政区
域推行此举。

沂水殡葬改革，开启身后

事免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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