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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张赤奎

本报讯 清明节前后，位于芝英镇

柿后村后山坡名为“万年堂”的骨灰堂

内，村民纷纷前来祭奠先人，寄托哀

思。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大部分灵

位前的祭祀品已悄然发生了变化，由

以前的香烛、水果等变成了鲜花、塑料

花，文明祭祀逐渐成为一种新风尚。

而在村民祭奠先人的同时，“万年堂”

内总能看到一批批慕名前来参观考察

的外来客人。对此，村民也早已习以

为常。

“一个骨灰格位只需 2000 元，一

次交清后不再有任何费用。”柿后村党

支部书记陈建勇介绍，“万年堂”可满

足村民 50 年的殡葬需求，不仅让村民

丧葬省钱，还消除了以前相互攀比的

现象，因此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考察

团前来参观学习，“今年已经接待了 7

批省内外的考察团。”

“万年堂”是我市全面推行节地生

态葬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以

推进骨灰堂建设为重点突破口，高起

点谋划、严要求执行、多形式宣传，疏

堵结合，打出殡葬改革组合拳，全面实

现节地生态安葬，殡葬改革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市骨灰堂建

设基本完成，可满足至少 30 年的安葬

需求；骨灰实现全过程跟踪管理，生态

节地安葬全面落实到位，全市节地生

态安葬覆盖率达 95%以上。2017 年

底，我市还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殡葬

综合改革试点地区。

骨灰堂建在哪、怎么建？为合理

利用现有资源，我市统筹安排骨灰堂

建设规划，避开“三沿五区”、省级生态

公益林等区域，提倡以镇街区或若干

个相邻村统一联建，充分利用荒山、荒

坡等非耕地进行建设。同时，将选址

权交给村级组织，由村级组织召开村

民代表大会自主决定。目前，全市行

政村骨灰堂建设覆盖率达 92%，其中

联建骨灰堂8个，包括龙山镇与西溪镇

81个村联建1个，芝英镇43个村、方岩

镇 39 个村、经济开发区 29 个村、城西

新区 34 个村各联建 1 个，实现土地、资

金的全面节约。

与此同时，我市采取以奖代补的

形式给予政策激励。由镇街区或村

社投资新建的骨灰堂，按其服务辐射

区域的户籍人口数予以 25 万元至 65

万元不等的奖励，并免征殡改类项目

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大大调动了各

村参与建设的热情。目前，市财政已

累计下拨补助资金 1.02 亿元。骨灰

堂建设和骨灰跟踪管理工作列入镇

街区年度责任考核，对考核前 5 名给

予 5 万元奖励，不达标的予以通报批

评。

推行节地生态葬法，关键在于转

变老百姓“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在

推行过程中，我市一方面坚持程序公

正，按照“先干部、再党员、后群众”的

原则，党员干部带头，率先拆除“活人

墓”、搬迁已葬墓，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带动整体工作顺利开展。另一

方面，重点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抓住

关键人群。通过组织村两委干部、老

年协会负责人和村里老人参观考察，

让他们通过对比接受这一新型殡葬模

式。此外，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

宣传，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推动绿色

殡葬形成新风尚。

小小骨灰堂，大大民生事。近年

来，通过加大殡葬改革力度、推行节地

生态葬法，我市不仅有效遏制了乱埋

乱葬现象，也带动了“青山白化”治

理。比如，唐先镇大后村建成骨灰堂

后，两个月内搬迁了 800 多座坟墓，骨

灰堂入驻率达100%。

“骨灰堂不仅解决了逝者的‘身后

事’，让其住进‘小阁楼’，还能有效节

省资金、节约土地。”在柿后村“万年

堂”，一位来自江西吉安的考察人员对

此赞赏不已，认为我市骨灰堂建设体

现了尊重实际、尊重逝者、尊重风俗的

特点，走出了一条生态环保、百姓认可

的特色之路，不仅破解了“人多地少”

“死人和活人争地”的殡葬难题，而且

有效降低了森林火灾发生几率，也为

经济发展腾出了更大空间。

节地生态安葬覆盖率达95%以上

我市殡葬改革经验引来外地取经人

□记者 章琛

本报讯“没想到董永与上蒋村还

有这么大的渊源啊。”5 日，一位白肤银

发、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人出现

在上蒋村文化礼堂中，他正饶有兴趣

地听村民蒋龙友讲述宗谱的故事。这

位外国人被村民们亲切地叫做“马克

博士”，当天他还被该村颁发了“荣誉

村民”证书，成为该村一份子。

一个外国人怎么就成了上蒋村

“荣誉村民”呢？原来，马克是中国老

朋友了。从 2005 年开始，曾在康奈尔

大学修读社会经济学博士的他就在义

乌等地搞调查研究。2016 年，他创作

的《世界小商品市场研究》被浙江省列

为“外国人看浙江”入选书籍，在 G20

杭州峰会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

这并不是马克第一次来上蒋村。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上蒋村人。受他

邀请，我以前就来到上蒋村做客。”马

克说，这个远离城市的村庄美丽的环

境令他印象深刻，村民的笑容他倍感

温暖。同时，由于该村地理位置特殊，

文化比较多元，让他对上蒋村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马克每次来上蒋村，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尽量保持村里原

生态的环境和原住民的文化！”说者

“有意”，听者也“有心”，上蒋村上上下

下将这句话付诸行动上。因为生态文

明建设有方、原住民文化也得到良好

保护，去年底，该村被永康市里认定为

秀美乡村。

这是马克第三次来上蒋村，正好

赶上该村邀请企业家和乡贤代表参加

座谈会，为该村的发展谋出路。

“越和这个村子、这里的人亲近，

我越发喜欢这个村子，也能感受到村

民们想让村子发展起来的愿望。”马克

说，他希望从外国人、学者和游客的角

度，提出一些建议，尽一尽一个“村民”

的责任。

座谈会上，马克表示，除了可以依

托上蒋村原生态自然资源、挖掘原住

民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乡村建设

之外，村民们还可以把提升旅游服务、

产品等的质量变为一种发展动力。

此外，马克还谈到美国目前流行

的农场与家庭的合作方法，眼下某些

城市老年群体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等。“我希望力所能及，将我知道的告

诉村里，为村里建设出一份力。”他高

兴地说。

从不同文化视角为美丽乡村出谋划策

洋博士成了上蒋村“荣誉村民”

.............................农行视角农行视角

丽州处处备耕忙

一年之计在于春。随着

天气回暖，丽州大地一片繁忙

的春耕备耕景象。农户们忙

着翻田犁地、播种施肥，为新

一年的丰收做准备。

记者 林群心 摄

晴到
少云Ⅲ 级

森林
火险

市森林消防指挥部提醒
林区注意控制野外用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