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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看永康”之茶山放歌
春播正当时

近日天气晴暖，正适合早稻

播种。1日，龙山镇万古合作社的

社员们正在田头播散种子。合作

社负责人说，合作社500多亩早稻

均采用直播方式，计划三五天内

播种完毕。 记者 林群心 摄

□记者 张赤奎

本报讯 3 月 29 日，经济开发区杜

山头村附近的山头，一座高四层、占地

950 平方米的建筑刚刚结顶，施工人员

正在进行最后的扫尾工作。这幢由经

济开发区所辖 29 个村联建的骨灰堂，

可满足未来20多年的殡葬需求。这是

我市大力推进殡葬改革、加大骨灰堂

建设力度的一个缩影。

1997 年开展殡葬改革以来，我市

全面实行遗体火化，但与全国大部分

地 区 一 样 ，安 葬 管 理 没 有 很 好 地 推

进。特别是在农村，殡葬改革一直没

有很好的、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选择

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态葬法。西溪镇潘

坑村建设骨灰堂的成功经验，为深化

殡葬改革工作破了题。潘坑村于2012

年建起生态骨灰堂--“百岁堂”，占地

仅150平方米，却能够满足该村100年

的殡葬需求，既解决了逝者的“身后

事”，又节省了资金、节约了土地，还降

低了发生森林火灾的几率。用村支书

吕振中的话说，就是“省地，省钱，又省

心”。

2014 年 10 月底，一场声势浩大的

“绿色殡葬”行动正式拉开帷幕。改革

的方向，就是全面推行生态葬法，因地

制宜建成一批与环境相协调、与群众

需求相适应的骨灰堂（生态公墓）。

在推进骨灰堂（生态公墓）建设过

程中，我市创新联合审批模式，用以奖

代补的方式，鼓励多村联建能满足 20

年 以 上 殡 葬 需 求 的 骨 灰 堂（生 态 公

墓）；每个行政村骨灰堂奖励20万元至

65 万元不等，仅奖励这一项，财政累计

投入将超过2亿元。创新管理方法，实

行骨灰跟踪管理制度，暂时无法生态

安葬的，提供一年免费寄存服务。创

新整治方法，对坟墓进行生态化改造，

重点对“三沿五区”“两路两侧”等区块

坟墓进行生态化改造。确需迁移的，

要全部迁入骨灰堂（生态公墓）；可以

原地整治的，实行深埋、植被和浮土覆

盖，并对实行树葬、花葬、海葬等生态

葬法的进行奖励。

建设骨灰堂（生态公墓）的难点，

关键要打破“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

舟山镇杨溪王村的做法颇具代表性。

在骨灰堂开建之前，村两委带着村里

的老人到外地参观考察，让他们通过

对比，在观念上接受这一新型的殡葬

模式。同时，在骨灰堂选址、设计方案

筛选等工作中，也让老人共同参与，打

消他们心中的疑虑。

“ 告 别‘ 大 别 墅 ’，住 进‘ 小 阁

楼’”，这是我市破除千年陋习，倡导

全域性兴建骨灰堂的真实写照。截

至目前，全市已有近 700 个行政村完

成骨灰堂（生态公墓）选址和建设招

投标，其中有 60%以上的镇（街、区）

集中统一联建或采用多村联建模式；

实行骨灰跟踪管理制度以来，全市丧

户一律凭镇（街、区）出具的领取骨灰

证 明 ，方 可 从 殡 仪 馆 领 取 骨 灰 。 今

年，我市将全面推行生态葬法，完成

村级骨灰堂建设。

告别“大别墅”住进“小阁楼”

我市年内完成村级骨灰堂建设

□记者 秦艳华

本报讯 每逢周末，舟山镇端头村

就会迎来一批批“驴友”，他们或在苗

木基地赏花、爬山，或漫步杨溪湿地，

呼吸新鲜空气，享受惬意时光。

端头村地处水源保护区，由于产业

发展受限，村民大多外出打工，村集体

经济薄弱。这两年，端头村通过美丽乡

村创建，村容村貌得到有效改善，并顺

利通过市秀美村考核验收，获“以奖代

补”奖励 20 多万元。“下一步我们要创

建‘精品村’，并从如何增强村集体经济

让村民富起来方面做文章。”端头村党

支部书记俞海说，村里积极对接“美丽

乡村”建设成果，发挥环境资源优势，因

地制宜发展苗木种植等绿色产业。

像端头村一样，江南街道水坑下

村、方岩镇可投应村等 24 个村成功创

建美丽乡村秀美村。东城街道下店午

村、石柱镇上杨村等7个村成功创建精

品村，市财政共发放“以奖代补”美丽

乡村创建资金 1000 多万元。目前，该

项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位。

据悉，我市美丽乡村创建从 2011

年启动，围绕“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

整治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

明身心美”和“宜居、宜业、宜游”总体

要求，按照“人口集中、产业集聚、要素

集约、功能集成”思路，不断优化城乡

空间布局，确定了“一心五片七线”的

美丽乡村建设方向。5年来，市财政累

计投入数亿元，先后创建省级历史文

化村落保护利用村落 11 个、金华市级

美丽乡村精品村 10 个、秀美村 18 个，

市级精品村39个、秀美村103个、美丽

乡村风景线 7 条。其中，市财政连续 4

年每年拿出上千万奖励成功创建的市

级秀美村、精品村。

在去年31个村成功创建美丽乡村

的基础上，今年我市把美丽乡村建设作

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抓手，按照创建中申

报村必须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分类

处理及“赤膊房”治理，以及各创建村需

明确整治内容、项目及标准，抓好村庄

主要节点绿化、美化等工作，今年已申

报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8个、秀美村58

个，是历年来创建数量最多的一年。

66个村申报创建精品村和秀美村
我市连续4年投千万“以奖代补”提速美丽乡村创建

启事
清明放假，本报 4 日休刊，5

日起恢复出报。 本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