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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公园藏私坟·探因

私私坟坟修修建建时时
还还没没山山体体整整改改

临山而葬屡禁不止，“死者为大”制约执法

本报记者 王杰 孙业文

历史原因
老坟有的60多年了
山体近几年才整改

对于山上修建坟墓，济南市槐
荫、历下等区园林局工作人员均表
示，这一情况属历史遗留问题，坟墓
修建时间大都早于山体公园整改年
限。如腊山、茂陵山等山大都在2016
年前后才开始整改，而从记者探访的
山体私坟来看，坟墓最早的距今已有
五六十年历史。

“这些坟都是老坟，早在山体划
归风景区之前就已存在，大都是腊山
附近村村民修的。”槐荫区园林局工
作人员表示，坟的年代比较久远，有
些还是无主的，整体管理难度比较
大。

以腊山上的七千座坟墓为例，早先
腊山属于市中区辖区范围内，周边老东
方红大队的村民过世后，都埋葬在这座
山上。到了20世纪末，济南市对槐荫、市
中两区重新划界，腊山划归槐荫区，而
山上的坟墓则多是尹家堂、西红庙等地
的，属市中区。

“山上修坟是村民的历史传统，最
早的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家住腊山附
近的村民刘先生称，打他记事起，就有
村民在腊山上修坟，后来2016年槐荫区
为打造森林公园，与市中区联合，向周
边各村下通知，在保留原有坟墓的基础
上，禁止村民再度上山建坟，情况这才
有所收敛。

济南市民俗学家刘学斌表示，过去
在村外山上选一处风水宝地埋葬故人，
是一种传统风俗。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
大，原来荒郊野外的山头，如今都被一
座座高楼大厦所包围，荒山也成了居民
休闲健身之地。

“许多墓穴早在60年前就修建了，
当时风俗便是如此，不能将其简单定义
为私设坟墓。”刘学斌称：现有的改善方
法，就是在承认既有现实的情况下，“相
关管理部门，严格执法，杜绝新墓穴迁
入”。

风俗习惯
20年前虽然搬迁了
老人过世还要葬山上

茂陵山过去在姚家村区域。姚家村
村民张先生表示，改造山体公园之前，
茂陵山就是一座荒山，过去村里人去世
了经常是自己找地方埋，“大家认为山
上风水好，地方宽敞，所以都来山上安
葬，久而久之变成了习俗。”

燕子山也是类似情况。燕子山之前
在羊头峪村区域，山上的私坟基本都是
羊头峪村村民而建。另外，该村附近还
分布着大羊头、小羊头、佛慧山等，记
者探访发现，上述三座山也存在私坟
扎堆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虽然都
搬迁了，但故土难移。按照村里习俗，
村里老人都要求死后安葬在离以前村

不远的山上。”
对此，济南市历城区民政局社会

事务处工作人员表示：茂陵山东坡的
墓穴大都属于私人建设的非法墓，但
限于部门职权划分，民政部门无法对
其进行管理，“非法私人墓主要是涉
及非法侵占土地资源的问题，由国土
部门管理。”

“我们前期已对该处建筑进行过拆
除，没想到现在又重新建了起来。”济南
市历城区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工
作人员称，早在2014年10月，历城国土
局曾对茂陵山西坡的六处私建坟墓进
行了拆除，但时隔不久，东坡又开始建
起墓穴，屡禁不止。

“移风易俗不是一件易事，往往需
要几十年长时间的努力。”济南市殡葬
协会会长贾传祥认为：民政部门还需要
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村民去公益性公墓

安葬；国土与民政、城管、绿化等部门应
建立联动机制，一方面要安抚丧属的情
绪，另一方面要加大检查力度。

执法不易
传统观念祖坟不能动
让村民迁坟难度很大

自2014年起，济南市加大山体公园
的改造力度。2018年2月28日，济南市政
府办公厅印发《济南市城区山体绿化提
升和山体公园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年)》。根据方案，自2018年
起，济南将利用3年时间改造山体72座，
开工建设山体公园20处。

改造山体、建设山体公园，山上私
坟的处置问题不可避免。面对这一痛
点，山东省林业厅曾联合民政厅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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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村民留
下来的，虽然已经几十年了，但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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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随着《殡葬管理规定》《济南市殡
葬管理办法》的贯彻执行，市民丧葬意
识的转变以及民政、城管、国土等部门
监管力度的加强，乱建私坟的现象得到
了很好的改善。“市区农村推广建立红
白理事会，建设公益性骨灰堂，防止村
民乱埋乱葬。”

济南市市中区国土资源局一位执
法人员表示，建成的墓穴无法拆除也在
不同程度上助长了私建墓穴的不正之
风。“山体上私自建好已经投入使用的
墓穴，由于执法权限的问题，我们通常
只能移交到法院。”该工作人员称：私建
墓穴虽属违法建设，但考虑到拆除墓穴
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执法部门在此类
问题上处理都比较谨慎。“无法像拆除
私盖建筑那么简单。拆墓穴就是挖别人
的坟，稍不谨慎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堪
设想了。”该工作人员说。

“也正是出于此，不少市民才敢违
规私建墓穴。”贾传祥称，“死者为大”的
观念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甚至有时制
约了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

除了历史传统原因，墓地价格的上
涨也导致部分市民选择山区私建坟墓。

据腊山村民刘先生介绍：腊山上的
私坟除附近村民的外，还有不少坟是市
里的人私建的，“市区一块墓地好几万，
而这里以前都没人管”。

“像样点的墓穴得花两三万块钱，
肯定不如在山里这样子安葬。”姚家村
村民张先生表示，目前村里为了安置村
民墓地问题，在段山一带修建了公益性
公墓，虽然有相应的优惠措施，但如果
购买茂陵山上的家族式、庭院式墓穴则

需要花费数万元的费用，“自己修建才
花几千块钱，不少人舍不得也掏不起那
么多钱购买公益性公墓。”

茂陵山山顶便修建有茂陵山公墓，该
公墓经由历城区民政局批准合法成立。但
在此公墓购买墓穴的大多都是外地人，姚
家村等周边村民因价格高，鲜有购买，“公
墓价格一般都在万元以上，风水好的更
贵；而他们在山上找块地方私自修建，便
宜多了。”墓地工作人员说。

目前，济南市经山东省民政厅批准
的合法经营性公墓有9家。经询问，9家

公墓的墓地平均售价在20000元以上。作
为济南市最早建设的公墓，济南市玉函
山安息园墓区基本饱和，只有少数墓位
对外出售，售价约在35000元；玉顶山公
墓价格从20000元到50000元不等，墓区
也几近饱和；福寿园等其他公墓的墓穴
价格从20000元到80000元不等，至于豪
华墓穴价格则上无封顶。

此外，济南市还有不少只对当地村
民出售的公益性公墓。虽只针对片区居
民出售，但公益性公墓的售价也不低。
龙泉公墓在网上标示均价为2 . 38万元，

最高一款价格为7 . 6万元；皇上岭公墓
的价格高达2万，福舜园的也在1万元到
4万元不等。

“石材、人力成本的上涨，导致墓穴
价格上涨。”市中区某陵园负责人刘先
生介绍，随着环保政策的收紧，墓穴石
碑成本不断上涨，“许多石料厂因环保
原因被封，已无法产石；目前，石材成本
价已翻两番。”人力成本也在上涨，“雕
刻工人工资已从300元/天涨到了500元/
天。”

本报记者 王杰 孙业文

进进公公墓墓花花数数万万，，自自己己建建才才几几千千葛延伸阅读

“坟墓围山”的尴尬
现实日益突出，但也应
认识到，山上修建坟墓
的大都属历史遗留问
题，坟墓修建时间大都
早于山体公园整改年
限。市民临山而葬既反
映了济南丧葬的传统风
俗，也暴露出清坟执法
面临的工作难度，“死者
为大”的传统观念制约
了政府的执法力度。

市民在燕子山环山路上健身散步，路边就有坟。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茂陵山上庭院式的私坟。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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