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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文凌

4 月 1 日，驴友“辣猫咪”接到双廊

一家客栈的退单通 知 ， 使 她 不 得 不 改 变

清 明 小 长 假 去 洱 海 边拍小清新照片的行

程计划。

3 月 31 日 ， 云 南 大 理 市 政 府 发 布 通

告，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的餐

饮客栈服务业一律暂停营业。整治期限自

4 月 1 日起至大理市环湖截污工程投入使

用为止。

今年年初，大理白族自治州开启了洱

海抢救模式，打响洱海抢救“七大行动”攻

坚战，内容包括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

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

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

这一次，大理迎来了史上最严厉的洱

海治理令。

双廊镇客栈野蛮生长

位 于 洱 海 东 北 岸 的 双 廊 镇 ，因 拥 有

“风、花、雪、月”的渔村美景，被誉为“苍洱

风光第一镇”。

近年来，随着大理州对海东的开发建

设，旅游热潮迅速来到双廊，并很快席卷了

临海的白族渔村，每年前往双廊旅游的人

数以超过 30％的速度增长。

据 公 开 数 据 显 示 ：2009 年 ，双 廊 镇 接

待游客 6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200 万元；

2016 年仅上半年，双廊镇就接待游客 150
多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8.24 亿元。

游客的增加使双廊的客栈数量迅速增

加。据统计，双廊的客栈数量从 2012 年的

100 多家发展到 2016 年的 380 多家。

“双廊变得像个‘大工地’。”双廊镇玉

几岛的村民李湾西（化名）说。

但是，即使充满了泥沙、灰尘和噪音，

双廊海边客栈的海景房每日房价仍能达到

五六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与它们相邻但看

不见洱海的客栈每日房价只有一二百元。

“双廊旅游井喷式的发展，得益于早年

来这里经营客栈的商家，他们通过互联网，

为双廊打出了知名度。”双廊镇镇政府一名

工作人员说。

充满情调的沿海客栈成为洱海旅游新

的文化地标。“比丽江清净，比大理多情”的

双廊被标榜成一种生活方式，“有一种生活

叫双廊”，“这里的日子，永远风轻云淡”。

然而，这种“风轻云淡”的后面，却隐藏

着令人担忧的危机。

“双廊旅游业缺乏前期规划，井喷式的

旅游发展超出了政府的预料，使得当地政

府的管理介入较晚，变得被动。”李湾西说。

政府被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没有

及时地控制当地村民和外来经营者建设客

栈时的“违规建造和填海占地”。

“为了使客栈有较好的观海视线，新

建的客栈一家比一家高，甚至超出政府的

规定。”李湾西说，为了增加面积，不少

客栈占用了公共道路。海边的客栈甚至填

海打造“私家观景平台”，将观景平台延

伸到洱海里。

对此，早在 2013 年和 2014 年的大理

市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提出要“妥善处理

好双廊开发和保护”的问题。

他们在建议中指出：“到处拆房建设，

4000 年古渔村被弄得千疮百孔，白族民居

所剩无几，双廊古镇面目全非”；“由于受地

域的限制，双廊坝区土地面积极为有限，随

着‘三路’重点工程建设，失地农民增加，人

地矛盾突出，加之当地百姓无序出租房屋

换取经济利益，违建抢占公共资源和生态

资源，极大地增加了管控上的难度”。

金梭岛的旅游困境

旅游潮也席卷了位于洱海东北部的小

岛金梭岛。

金梭岛形状如一把织梭，横卧在洱海

之上，四面临海，风光绮丽。随着大理旅游

的发展，金梭岛被列为洱海旅游景点之一，

每天游客从海东镇的码头乘游轮和渔船来

到金梭岛。

旅游改变了金梭岛上的渔民祖祖辈辈

靠海吃海、打鱼为生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

加入出售旅游纪念品、开客栈饭店、做导游

等旅游相关行业。两年前，金梭岛成立了渔

民旅游产业专业合作社，给岛上一部分村

民带来了收益。

然而，相比于沿海的渔村，金梭岛的旅

游发展面临着更多的困难。

“饮水是最大的困难。”杨瑞（化名）说，

洱海水不能直接饮用后，村民们喝的水是

溶洞里经石灰岩过滤的水。

此外，从今年开始，洱海全年封海，渔

民不能再打鱼。

“过去游客上岛，都爱吃我们的海鲜。”

杨瑞回忆说，过去每年有 4 个月开海时间，

一个月可以打捞上万斤鱼，游客都喜欢等

着现捞现吃。但是这些年，洱海水质发生了

变化，原来洱海里随处可见的螺蛳、贝类，

现在已成了“文物”，岛上的渔民也从卖鱼

人变成买鱼人。

“我们守着洱海却缺水喝少鱼吃，靠旅

游吧又面临着排污问题。”他说。

目前，金梭岛全岛都铺设了排污网，今

年以来，每家每户开始修建化粪池。随着每

天 2000 多名游客上岛，岛上的垃圾也大大

增加，垃圾清运船取代了原有人工运输的

小船，垃圾清运成本也越来越高。

虽然岛上的村民每人每年有一定的补

偿金，但这些补偿只是杯水车薪。更多的村

民还是靠出岛打工为生。他们中大多数在

12 公里以外的大理下关从事建筑行业，每

天早上坐船出去，晚上再坐船回来。

此次整治范围也包括金梭岛、南诏风

情岛、小普陀岛等。

几个月来，金梭岛上的客栈经营者一

直处于焦虑之中。由于大理在洱海流域严

禁未经批准使用农村宅基地或者农民住宅

从事宾馆、客栈、餐饮等经营活动，那些租

赁了岛上村民房屋准备建盖客栈的，只能

等待。

杨瑞叹息道：“在我们岛上大量建客栈

肯定是不合适的。”

旅游热潮暴露排污设施的陈旧

事实上，洱海东岸靠海发展旅游的渔

村都面临着同样的环境保护问题。

井喷式的旅游发展，很快暴露出包括

海东镇、双廊镇在内的沿海乡镇村落早期

规划的不合理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的缺陷。

“排污管道的设计是根据当地居住人

口的密度来设计的，海东地区原先的排污

管道，无法负荷大量生活污水用水，生活垃

圾数量也超出了乡镇原有的清运能力。”当

地一位工程人员说，随着客栈的密集建设

和游客的增长，排污水量急剧增加，过去的

排污管道过细、老化，污水常从地表渗出，

有的直接流到洱海里。

尽管排污管网、电网、道路、消防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迫在眉睫，但由于

资金等原因，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

工作进展缓慢。有的乡镇到 2014 年才开

始铺设排污管道，有的村甚至至今还没有

污水收集管网，只在每家村民房屋的污水

排放口摆放一只塑料大桶，用于收集日常

生活污水。

不仅如此，由于客栈审批程序复杂，很

多村民和外来经营者证件还未审批下来就

建好了房子，开始营业，他们没有自建污水

处理设施，也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一些客栈经营者承认，“在双廊从事餐

饮客栈的，证件齐全的估计凤毛麟角”。

2016 年 12 月 9 日至今年 1 月 12 日，双

廊镇强制关停了 97 家经营户，其中客栈 43
家，餐厅 51 家，酒吧 3 家。

干部作风也是洱海综合
整治的重点

“客栈饭店的管理涉及土地、规划、建

筑、环保、卫生、乡镇等多个部门或单位，职

责权限不明确，相互间推卸管理责任，导致

对私搭乱建缺乏有效地执法管理。”大理市

一位政协委员说。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洱海综合整治中，

干部作风问题也是整治重点。

“部分干部工作作风不严不实，使得洱

海保护治理措施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大理

州纪委的相关负责人说。

据去年 12 月大理州人民检察院通报，

大理省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环保

局原副局长杨瑞彪，在负责双廊污水管道

5 个项目建设中，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致

使 建 设 的 工 程 均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质 量 问

题，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400 余万元。

且因为其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导致大

量生活垃圾、废水直接排入洱海，给洱海造

成 重 大 污 染 。此 外 ，杨 瑞 彪 还 利 用 职 务 之

便，为相关工程承建企业谋取利益，多次收

受他人贿赂，数额巨大。2016 年 8 月 8 日，

一审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判处杨瑞

彪有期徒刑 4 年零 6 个月。

3 月 23 日，大理市纪委通报，大理市双

廊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施俊康，海东镇党委

委员、副镇长李桥进在实施洱海保护治理

开启抢救模式“七大行动”中涉嫌违纪，目

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这是大理启动全民保护洱海“七大行

动”以来，第一批被通报的违纪官员。

2017 年 大 理 州 人 民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显

示，目前洱海保护治理网格化管理责任制

落实不断强化，已问责干部 73 名。今年，大

理将坚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和生

态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制度，全面落实“河长

制”，落实环保工作责任，推动环保督察问

题整改。

环湖造城、环湖布局应该终止了

目前，洱海环湖截污工程已经开始施

工，环洱海东岸、北岸、西岸的污水管正在

铺设中，挖色、双廊、上关、湾桥、喜洲、古城

等地也将新建 6 座污水处理厂。目前到双

廊的旅游车辆都不能开进镇，只能停在镇

外的停车场。

事实上，早在 2009 年海东开发之时，

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学院院长、云南省

政协常委段昌群，西南林业大学教授杨宇

明，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侯明明等专家就呼吁，“海东生态环境脆

弱，应重新评价海东新区开发建设”，认为

“目前对洱海的地质成因、水质水体、生态

服务功能认识不足。要在处于环境敏感区

和生态脆弱区的洱海周边建设中心城市，

必须做战略规划环评，解决环境容量和生

态承载力的问题”。

大理州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毫不讳言

地指出，目前，“洱海保护治理虽然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洱海流

域 生 产 经 营 现 状 已 远 远 超 过 环 境 承 载 能

力，清水入湖水量严重不足，洱海流域截污

治污体系不完善”。

“农业、农村面源污染和城镇生活污染

是洱海污染当前和将来面临的难题。”段昌

群说，目前，要全面弄清已开展和正在开展

的工程，在环湖截污、点源控制、内源清理、

生态修复等方面产生的作用和效应。

“ 治 理 要 从 过 去 宏 观 、模 糊 化 向 数 字

化、精准化、可控化发展。”通过近 10 年持

续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水专项，以及对滇池

等高原湖泊研究的工作积累，段昌群认识

到，“洱海面临的治理困难也是云南高原湖

泊治理的共同困难。”

段昌群说，环境问题在治理初期各部

门都高度重视，投入大量社会资源，产生

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当重要的环境治理取

得一定效果之后，就开始搞经济建设，如

此便“旧账未除、新账又添”，使得曾经

出现过的环境问题又再次显现。虽然全社

会都认为治理环境很重要，但治理过程中

仅仅是守住底线，只要问题不爆发出来，

就不会引起关注。当问题爆发时，却不从根

源上机制上去寻找长久之策，而仅仅是救

火式的治理。

“目前，环境问题治理已进入了新的阶

段，不是一个单位一个行业的问题。”他说，

过去容易解决的都解决了，而现在面临的

是开发布局、发展方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这类问题常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

是“跨届”转移，即上一届政府没有出现的

问题在这一届政府出现了；另一种“跨界”

转移，一个是从过去的行政区域转移到另

一个行政区域，一个是土壤大气中出现的

问题转移到水环境中。

为此，段昌群建议“重新定位洱海水环

境治理的目标”，借湖观景、离湖建设绿色

城市、低水城市、低碳经济应成为未来洱海

流 域 发 展 的 定 位 。“ 跳 出 湖 泊 解 决 湖 泊 问

题，降低城市、城镇及其产业发展对湖泊生

态系统的污染负荷，环湖造城、环湖布局应

该终止了。”他说。

值得关注的是，大理在启动洱海保护

抢救模式“七大行动”的同 时 ， 已 开 始

控 制 海 东 开 发 建 设 规 模 ， 海 东 规 划 面 积

从 140 平 方 公 里 调 减 到 53.89 平 方 公 里 ，

到 2025 年的人口规模从 25 万人调减到 15
万人。

开启抢救模式 大理迎来史上最严洱海治理令

实习生 何 思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 超

“上海的公交卡在这里可以刷吗？”这

是江苏省苏州市扫墓专线公交车安全员李

苏龙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早上 7 点，李

苏 龙 刚 到 站 台 ， 就 看 到 有 乘 客 在 排 队 候

车，“基本上都是上海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清明小长

假期间在苏州火车站看到，车站专门设置

了“春游扫墓专线”，共设置 10 条公交线

路，通往苏州市的 20 个墓区。扫墓专线

开行从 3 月 18 日开始，都是周末假期和清

明假期。

每到清明时节，上海到苏州扫墓队伍

浩浩荡荡。从 2002 年起，苏州市火车站

在清明节期间推出多条扫墓专线公交车以

方便上海人和本地人前往墓区。去年清明

小长假的第一天，约有 77 万人次涌向各

大墓地，苏州火车站就迎来了来自上海的

18 万人次扫墓人群，占当年扫墓人次约

25％。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了解到，

在前不久召开的江苏省苏州市清明工作会

议上，苏州各殡葬服务单位接到通知，严

禁经营性公墓跨苏州市区域外销售，将有

限资源更好服务于本市群众。

扫墓专线几乎全为外地人服务

今年，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开设

了 8 条线路通往苏州各大墓区。其中，前

往凤凰、七子山墓区的人最多，高峰时平

均 15 分钟一辆车，每辆车都能达到 40 多

人的载客量。

为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每个站点都

分为坐票、站票两队。坐票队每 28 人一

班 车 ， 而 赶 时 间 的 乘 客 可 选 择 站 票 队 ，

“只要能挤得下，到了就能上车”。

在 78 岁 的 上 海 老 人 董 淑 芬 （化 名）

看来，扫墓专线为从上海来苏州扫墓的人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她很少来苏州，对前

往墓区的路线并不清楚，就连找到扫墓专

线车的站点，都“围着广场绕了好几圈”。

4 月 2 日，董淑芬老人和两个同伴坐

了 30 分钟的高铁来到站点，队伍前方已

经排有近 30 人。

“我父亲 1983 年去世，葬在了苏州的

凤凰南四区。”董淑芬表示，上世纪 70 年

代，上海在破“四旧”的风气引导下，做

出禁止建墓和铲平已有墓碑的决定，导致

了大量上海人来到临近的苏州安葬家人，

或是将祖坟迁至苏州。

59 岁 的 苏 州 市 民 张 永 久 曾 经 当 过 出

租车司机。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

海市民来到苏州墓区祭扫后，通常会到苏

州 各 旅 游 景 点 游 玩 ， 苏 州 本 地 人 反 而 会

“躲”在家里。“一到清明节，苏州市内的

交通就‘瘫痪’了。”

“香烛 11 块一对，花束 5 块钱一把。”

每当一辆扫墓专线车在墓区停靠，53 岁

的凤凰村村民谭季兰 （化名） 都会捧着两

束 祭 祀 鲜 花 ， 对 着 每 一 位 下 车 的 乘 客 询

问：“要不要？”

据了解，位于苏州市区西边的凤凰墓

区是苏州最大的墓区，刚刚过去的 3 月已

经接待了 24 万来扫墓的客人。

凤凰山脚下的村民们每年都会将自己

种的杜鹃花等素色花朵，混合着批发的菊

花扎成花束，在墓区门口摆个临时摊位卖

花。

经营性公墓禁止对非本
地户籍人口销售

“30 年前，这些山上都是绿树，村子

里 的 人 都 会 上 山 砍 柴 拿 回 家 烧 火 做 饭 。”

谭季兰说，那时没有经营性公墓，附近的

山都由村民划拨，因此大量上海人与凤凰

村 村 民 进 行 口 头 交 易 ， 将 坟 安 置 在 山 头

上，一时私埋乱葬现象很严重，山坡上一

块块白色的墓碑从远处也能清楚看见。

1984 年 ， 为 统 一 管 理 殡 葬 业 ， 凤 凰

公 墓 建 立 。2003 年 ， 苏 州 市 政 府 发 布 通

告，对全市公墓进行全面整治，要求墓地

绿化达到周围 200 米不见墓穴，绿化面积

不 得 低 于 总 面 积 的 40％ ， 以 达 到 “ 白 色

（墓碑） 屏蔽”的效果，同时，不得新建

经营性墓地和公益性墓地。

据了解，我国目前的公墓有两种：农

村公益性公墓和城市公墓。农村公益性公

墓是利用农村集体土地中的非耕地，一般

是在荒山上建造，不用花钱购买；城市公

墓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种，前者主要为

低收入群体提供存放骨灰的场所，后者允

许市场资本经营。

据苏州的一位政府官员介绍，外地人

来苏州购买墓地的热潮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大量到上海发展的苏州人回到家族

墓园购买墓地，一时间预售、炒卖、传销

墓地现象在苏州盛行，同时墓地的价格也

被“炒”了上去。

由于苏州的当地风俗习惯，很多子女

都 会 提 前 为 老 人 购 买 墓 穴 ，“ 预 售 活 人

墓”造成了大量的墓穴空置。

事实上，苏州的经营性公墓销售是一

个远比房地产紧俏的市场，房地产业每年

还有新地建房，而墓穴数量是固定的——

苏州由国土部门认定的经营性公墓用地有

2737 亩，30 个经营性公墓可以提供 42 万

个墓穴。有媒体报道，如果按照苏州每年

死亡 4.2 万人的速度，苏州所有墓地 10 年

内将告罄。

苏州市某墓地工作人员表示，该墓区

的 双 穴 墓 地 最 低 售 价 为 每 平 方 米 52000
元。

4 月 2 日，苏州木渎山陵文化管理委

员 会 副 主 任 骆 春 燕 介 绍 ， 凤 凰 公 墓 的

2000 亩土地已使用 1600 多亩，剩下的土

地中还包括办公用地、停车场、绿化面积

等，实际可用于建设墓穴的不足 300 亩。

2014 年 以 后 ， 凤 凰 公 墓 不 再 对 外 地

人销售墓穴。骆春燕认为，这更多是出于

对苏州自身土地资源紧缺的考虑。“有限

的土地资源早晚有一天会用完。”

“凤凰公墓每年对外销售约 1300 个墓

穴，2014 年以前，一年大概有 50 户是上

海人。”骆春燕表示，自从 1995 年上海青

浦区建设墓地后，每年到苏州买墓地的上

海人数量并不多，相反会有不少迁出量。

“他们希望长辈‘叶落归根’。”

苏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接

受媒体采访时称，要严格执行殡葬政策和

相关规定，大力推进绿色节地生态安葬。

经营性公墓不得跨区域推销墓穴，对外市

户籍人员确需在苏州公墓安葬的，要报经

公墓所在地民政部门同意。严禁将公益性

公墓、关停公墓对外销售，对于经营性公

墓违规跨区域销售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整

改 ， 所 需 费 用 由 经 营 者 承 担 。 公 益 性 公

墓、关停公墓擅自对外销售墓穴的，由属

地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让生命回归自然

早 在 2004 年 ， 苏 州 市 政 府 就 公 布

《苏州市公墓管理办法》，禁止公益性公墓

对外经营，经营性墓地的经营者不得跨服

务区域推销墓穴。

此外，该 《办法》 还规定了禁止新建

经营性公墓和公益性墓地。为让有限资源

发挥更大价值，苏州市于 1993 年率先在

江苏省推行全民普惠的绿色殡葬，即将骨

灰撒海或以树葬、可降解骨灰盒葬、花坛

葬、壁葬等不占地或少占地方式处理骨灰

的殓葬方法。

根据最新规定，新建墓穴，单穴不超

0.7 平方米，双穴不超 1 平方米。禁止为

尚未死亡人员购置墓穴，为死者的健在配

偶留作合葬的寿穴及罹患重病且医院已出

具“病危通知书”的除外，高龄人员因故

确需购买墓穴的，由公墓所在单位报经属

地民政部门批准。

2012 年 ， 苏 州 市 政 府 发 布 文 件 ， 要

求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推行节地的生态

安葬，并实施绿色殡葬补贴，对海葬、树

葬、可降解骨灰盒葬为每例 2000 元，对

花坛葬、壁葬为每例 1000 元。

据 了 解 ，1 亩 土 地 除 去 绿 化 等 面 积

后，仅能安置 50 个左右的墓穴，而用做

生态安葬区，则可容纳几百户。

“绿色殡葬纪念园里长满了樱花，像

公园一样，很温馨。”骆春燕介绍，凤凰

公墓建设了占地面积 15 亩的绿色殡葬纪

念园，而下辖的每个墓区都有 20%的区域

被划分为生态安葬区。

在骆春燕看来，移风易俗虽不容易实

现 ， 但 是 通 过 几 年 的 引 导 ， 颇 有 成 效 。

“一开始禁止在山上焚烧纸钱时，老百姓

很不理解，而现在，他们会自觉摆些瓜果

等进行文明祭拜。”

2013 年 清 明 节 前 ， 凤 凰 公 墓 共 有 约

40 户选择生态安葬。今年前 3 个月，选择

生态葬的人数就已达 84 户。

“人们的观念在改变。”骆春燕表示，

在传统的“入土为安”的观念下，人们习

惯将逝者骨灰埋在地下，建碑祭拜，才算

尽了孝道。而现在，生态安葬不仅能节约

土地资源、减轻经济负担，还符合绿色环

保的时代潮流，渐渐被老百姓接受。

据了解，山陵文化管理委员会设置了

礼仪服务中心， 为 逝 者 提 供 庄 重 的 告 别

仪 式 等 服 务 ， 让 家 属 以 此 尽 孝 道 ， 将 传

统 的 奢 侈 浪 费 的 殡葬形式转变为精神上

的寄托。

据 介 绍 ， 苏 州 市 1993 年 开 始 推 行 绿

色殡葬，截至 2016 年年底，已成功举办

21 次骨灰集中树葬和 4 次海葬活动，共有

13374 份 骨 灰 融 入 大 地 ，112 份 骨 灰 撒 入

大海，有力推进了全市惠民殡葬、绿色殡

葬和公益殡葬工作。

3 月 28 日 ， 在 苏 州 市 举 办 的 第 23 次

树葬活动上，56 岁的杜振华 （化名） 送

别了老父亲。他表示，父亲生前观念很开

明 ， 对 树 葬 这 种 节 地 生 态 安 葬 方 式 很 支

持，“这是老人家的遗愿”。

本报苏州 4 月 5 日电

对墓地限购的背后

苏州殡葬改革：生命尽头是绿色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 超
实习生 何 思

民 政 部 一○一研究所 2016 年发布的

《2014－2015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显示，

中国每年死亡人口约800万，火化率约50％；

由于土地资源短缺，大部分省份现有墓穴将

在 10年内用完，在此背景下，目前很多城市

存在墓地资源短缺、价格虚高等问题。

中国殡葬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经营

性墓地供不应求，市场需求量大导致墓地

价格被抬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

有待变革的殡葬观念。

中国殡葬协会会长助理王衍臻说，上

世纪 50 年代，国家推行火葬改革的初衷是

为了节约土地。而在改革开放后，“入土为

安”的观念回潮，人们将火化的骨灰立碑埋

葬，其实是违背了火化的初衷。

王衍臻表示，修建大墓、豪华墓，不仅

占用了大量耕地、林地，白化了很多山头，

还耗费了大量木材、石材、水泥，造成了浪

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不良后果。在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环境资源和物质资源

应该更多地分配给生者，对逝者更多的应

是运用诚敬、感恩、纪念、传承等文化形式，

对于墓碑等物化形式不应过于看重。

王衍臻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

必须实行节地生态安葬，少占土地甚至不

占土地。

“立碑是为了方便祭祀，新时代人们应

该使用新型方式悼念逝者。互联网助推殡

葬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升级。”王衍臻说，二

维 码 墓 牌 运 用 二 维 码 技 术 和 移 动 互 联 技

术，以电子数据方式，将逝者的人生历程通

过文字、视频影像资料予以保存。二维码墓

牌材质选用铜、陶等制品，体积小，与石材

墓碑相比，节约土地、保护生态，将二维码

墓牌电子平台所载的生平事迹、视频影像

通过移动终端予以再现，具有较强的追思、

人文纪念、生命教育功能。

据统计，北京市目前每年需要安置约

7 万份骨灰，按照相关规定每个墓穴占地

不超过 1 平方米计算，北京市每年需要 7 万

平方米净地，折算成现实中的墓地，大概需

要占用 20 万平方米的土地。如果不对公墓

期限进行严格管理，死人与活人争地将很

快成为现实。

死人与活人“争地”或将成为现实

“苍山洱海风光第一镇”云南大理双廊镇，海景房在洱海海滨野蛮生长。（4月4日摄）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文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