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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花川村清塘坑山，视野开
阔，山脚处就有一池碧潭，倒影蓝天
白云，风景独好。

城西新区管委会人武部部长周
高福介绍，前期通过多次选址，最终
选定花川村的这块地。

据悉，项目总占地 3281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865.5 平方米。骨灰堂
拥有现代化设计的停车场，园区布置
和道路规划，绿化覆盖率高。完工后

的骨灰堂可存放骨灰格 15000 个，将
统一承担整个新区殡葬任务，满足六
七十年的需求。

“要人们摈弃世俗旧观念，将逝
者搬进骨灰堂而不是四处安放，不是
简单建好一个骨灰堂就行。”管委会
主任叶建永表示，接下来还要做很多
细致的工作，包括有针对性的宣传引
导，以及一些必要的激励政策措施
等。

城西新区34个村联建骨灰堂
资源整合让各村腾出空间和时间发展经济

19971997 年年 1212 月起月起，，我市开始施行殡葬改我市开始施行殡葬改

革革，，全面实施遗体火化制度全面实施遗体火化制度。。时隔时隔 1818 年后年后，，

为切实遏制乱埋乱葬和为切实遏制乱埋乱葬和““青山白化青山白化””现象现象，，我我

市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市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全面推行生态葬全面推行生态葬

法法，，提速提速““两美两美””永康建设永康建设。。

去年去年 1010 月月，，我市召开殡葬改革动员会我市召开殡葬改革动员会，，

明确要求今年明确要求今年1010月底前月底前，，各行政村各行政村（（社区社区））全全

面建成能满足面建成能满足 2020 年以上当地死亡人员骨灰年以上当地死亡人员骨灰

安葬的骨灰堂安葬的骨灰堂（（生态公墓生态公墓）。）。

““建骨灰堂建骨灰堂（（生态公墓生态公墓））是今后的发展趋是今后的发展趋

势势，，是一种既消除是一种既消除‘‘青山白化青山白化’，’，又节约丧葬又节约丧葬

开支的新型葬式葬法开支的新型葬式葬法。”。”市民政局殡管所负市民政局殡管所负

责人杨康安说责人杨康安说，，建设骨灰堂建设骨灰堂，，实行生态化葬实行生态化葬

法法，，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还能改变还能改变

““死人与活人争地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尴尬状况的尴尬状况。。

杨康安说杨康安说，，城西新区城西新区3434个村联建骨灰堂个村联建骨灰堂

是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的倒逼是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的倒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为本，，

疏治结合的体现疏治结合的体现。。对农村殡葬改革的最终目对农村殡葬改革的最终目

标是希望能够平坟复耕标是希望能够平坟复耕，，但这需要用比较长但这需要用比较长

的时间来改变村民的观念的时间来改变村民的观念，，公益骨灰堂运行公益骨灰堂运行

时间长了后时间长了后，，老百姓肯定会看到其中的好处老百姓肯定会看到其中的好处，，

自然也就会慢慢接受自然也就会慢慢接受，，甚至主动去实施甚至主动去实施。。

近日，在花川村
清塘坑山，几辆大型
工程车正加班加点
平整土地。随着我
市加速推进殡葬改
革进程，城西新区乘
势而上，统一规划，
联建高标准的镇级
骨灰堂，促进殡葬改
革文明之风。

□记者 颜元滔

延伸阅读■

城西新区杨埠村是一个只有 328
人的小村庄，村里有 160 多亩耕地，可
是没有山。用该村党支部书记金根初
的话说，起码没有像样的小山，最多只
能叫小土坡。

放在以前，村子没“靠山”，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村里去世的人无处
安葬。“现在看到的这些坟墓，都是早
些年就有的。那时候，只要村民不反
对，就可以到小土坡上，圈一块后世的
安身之地。”金根初指着远处小山上的

坟墓告诉记者，大家都想把生态公墓
弄得像样一点，可村里没地，实在选不
出合适的地方。

同样面临无处安葬困境的还有朱
家塘村。“原本村里有一些山，但是离
村子比较远。隔壁村不断发展，山离
农户已经很近了，要在这些山前建造
生态公墓或者骨灰堂，就很难了。”该
村党支部书记金惠亮道出难处。

排塘村的情况稍好些。2002 年，
村子建起了生态公墓。可这个占地10

多亩的生态公墓就在大路边，与四周
的厂房格格不入(如下图）。

小村庄出现“无处安葬”的困境

城西新区 34 个行政村，目前有 20
多个村建有生态公墓，有 10 多个村未
建生态公墓，有些村的生态公墓已经
基本消化完。像杨埠、朱家塘村这样
没有山地的村子有六七个，即便有钱
也变不出土地建造生态公墓的。

去年起，城西新区管委会对各个
村生态公墓（骨灰堂）建设进行了实
地调查，发现辖区内“青山白化”的
现象比较严重，有些村子一眼望过
去，白色的坟头突显，与城西新区打
造农机特色小镇的定位极不相称。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通过调研、

讨论，收集意见，城西新区党工委制定
了34个村联建骨灰堂的方案。

“联建骨灰堂，既是现实的需要，
也是作为现代农业装备高新技术产业
区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城西新区党
工委书记李浩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个村建设生态公墓（骨灰堂），加上
配套设施、水塘至少需要 100 多平方
米，而且建成后，生态公墓附近就很难
再建房，动辄空置上千平方米的土地
资源，十分浪费。

“要想发展经济，必须腾出空间。
与其各村把时间精力资源都花在建公

墓上，不如整合资源，统一规划，统一
建造。”李浩锋说。

不过，受千百年来“入土为安”观
念影响，有村民担心“以后子孙连个上
坟的地方都没有”；也有村民认为落叶
归根，要安葬在自己村的土地上，才能
对逝者有所交代。

通过广泛宣传殡葬改革的政策，
党员干部因村制宜做工作，反对的声
音少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除了
不会占用村里有限的耕地外，新区联
建骨灰堂后，可以省去修坟等费用，是
一种新风尚。

34个村联建骨灰堂破解难题

骨灰堂可满足六七十年需求

骨灰堂建设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