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此事，广州市民政局 9 日回应称，广州拟
投 6亿的福山公墓项目目前规划有 4栋骨灰堂、广
州市遗体捐献者纪念广场及公众墓区、烈士墓区、
荣誉墓区、艺术墓区、壁葬墓区等，不存在“只埋干
部”的说法。

“广州规划建设福山公墓项目是希望为那些因
党和国家利益英勇献身的爱国者提供安息之地和
纪念场所，同时也希望通过加大殡葬公共服务投
入，科学合理规划殡葬服务设施，继续保持遗体火
化率100%的目标。”广州市民政局相关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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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有的墓穴数量预计只能使用6年左右
《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2～2013）》指出，预计2025~2045年，年死亡人口将突破2000万人。随着城市死亡人口的逐年增加，城

市公墓需求扩张。从全国范围来看，现有的墓穴数量预计只能使用6年左右。其中，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墓穴都将在10年内用完，在山
西、山东、广西等省份甚至不足5年，只有云南、广东、青海可以使用20年以上。 综合《小康杂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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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的清明节前后，“死人抢地”的话题总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今年1月，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庄悦群在市民政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中

指出由于银河革命公墓出现墓地资源枯竭现象，广州将建第二“银河公
墓”，此消息一出，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死不起”，“死人占活人地”，更多的
是如何“死得公平”，广州市民政局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近半个月以来，记者深入采访调查发现，即将开建的广州市福山革命
公墓备受争议，受访的多位专家一致认为，“革命”公墓建设应该先“悦群”
而非先“悦官”。

1300亩绿地
将变恢宏墓园

4月6日，正值清明假期，听说
福山村要建新公墓，为了给先人提
前挑块风水宝地，家住广州市海珠
区的王宝兄弟俩一早就驱车前往
萝岗区九龙镇福山村看地。

“听朋友说这儿山清水秀，来了
一看果然是块宝地，又叫福山村，名
好地好环境好，把祖坟安在这儿是
个不错的选择。”王宝告诉记者，他
爷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已
经83岁高龄了，听说有个“第二银河
革命公墓”，特地来看看。

福山村地处广州新经济开发
区——萝岗区九龙镇，公墓选址位
于福山村北部山地，左依即将开发
的油麻山国家森林公园，右傍狮岭
水库，两条高速公路——广河高速
公路和广汕高速公路也从旁经过，
可谓依山傍水，地理位置绝佳。在
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记者进入了这
块即将“改头换面”的 1300 亩宝
地。一路上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
高大植被，远处的几个山坡上整整
齐齐栽满了各种不知名的树木，近
处的鱼塘水清澈见底，满山的绿色
与塘水中的倒影相映生辉。

现在的这片山林，两年后将成
为山坟。

“这片山林的征地工作已基本
完成了，大部分村民都已经领到了
征地款。”村民张亮告诉记者，广州
市财政局支付的项目首期征地款
高达1.96亿元，但此数据向广州市
民政局采访中未得到正面回应。

2012年2月，广州市财政局发
公告表示，作为广州市第二革命公
墓的福山革命公墓项目总投资
4.83亿，主要用于建设室外广场及
相关配套设施等。

之前，庄悦群在广州市民政工
作会议上表态广州市福山革命公
墓“银河公墓”将作为一项重点民
生项目，在今年10月启动，规划用
地 1300 亩，投资 6.2 亿元，计划
2014年底完工投入使用。

“开工前这些植被和已建房屋
都要强制砍倒和搬迁。到时候这
里将容纳5万个墓位，肯定会是气
势恢宏的超大型墓园。”张亮看着
满山的绿树说。

1事件 难道有些人到了阴间福利也比别人好？

“墓地的价格和标准都还没有出来，据说是要以
后正式开售了才会向社会公布。”王宝兄弟表示，现在
先过来看看环境，将来确定要买的话还有许多细节要
了解，比如位置、朝向和价格等，而兄弟俩最担心的是

“革命”公墓的入驻条件会不会将他们堵在门外。
和银河革命公墓一样，福山公墓同样以“革命”冠

名。广州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福山
革命公墓的具体业务是由广州银河革命公墓管理处
负责，是广州市民政局下属的一事业单位。“据说能葬
在这里的都是厅级以上干部、革命烈士、公务员、科学
家等人物。”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就是本村人以后死了
都不能葬在里面。4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广州天河
区燕岭路的广州市革命公墓。尽管清明节已过去半
个月，但前来祭拜的市民依然络绎不绝。银河革命公
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晓晨（化名）告诉记者，市政府原

划拨给银河革命公墓的300亩土地所剩不多。近3年
来，平均每年只能开发300个墓穴，只要一开售，马上
就会被抢完。而记者以购买者的身份到业务大厅咨
询墓穴情况时，工作人员回答说没空穴可卖。

无论是广州市民政局还是银河革命公墓管理处的
工作人员，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都显得小心谨慎。“这是
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是革命公墓的服务对象是一个特
殊群体。”福山革命公墓墓穴购买者或骨灰存放者的身
份必须是革命烈士、国家干部、军人等“七种人”，“这是前
提条件，福山革命公墓的管理模式与银河的一样。”

“人活着有层次之分，没想到将来死了也要按官
论葬。”为了验证这一说法，记者以买墓穴位的名义致
电银河公墓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墓地还没有
建设，所以价格还没有确定，但前提条件是“死者一定
要是党员干部。”

2争议

所谓的“革命”
就是政府官员

“现在哪还有什么真正的老革命？
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为了革命战争
而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大多已经作古。
他们所谓的‘革命’就是政府官员嘛。”广
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社会学学
会殡葬改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海
泉教授说，“所谓革命，大家都是社会主
义建设者，都是革命者。当官的就是革
命的，做学问的就不是革命的？为官字
服务，现在革命就等于当官，不当官就不
是革命，但是官还不是老百姓出来的？”
广东社会学学会会长范英教授也认为，
历史上所建的革命公墓应该肯定，但现
在的公墓再冠以“革命”之名已不合适。

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庄悦群多次表态
该项目系2013年市重大民生工程之一，
是为了满足广州市每年约6万往生者的
需要。而这6万人绝大部分是基层市民
群众，而不是有条件的科级以上党员干
部。这是否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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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投6亿元建革命公墓
只埋党员干部
广州这回惹了众怒
网友：死也有福利？“人活着有层次之分，没想到死了也要按官论葬”网友：死也有福利？“人活着有层次之分，没想到死了也要按官论葬”
广州民政局回应：“投6亿建公墓只埋干部”说法失实

将公墓定位为
公益性的墓园

“活着的时候多占房子，死了还要多
占坟墓，还要花老百姓的钱，老百姓天天
在喊‘死无葬身之地’，还要耗巨资建‘革
命’公墓，到底是为民服务还是为官服
务？”采访中，范英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他
刊发于社会学刊物《文明与社会》今年1
月刊的《广州新公墓建设应以广大民生
为重》的文章。

“银河革命公墓饱和确实需要扩建，
不是不解决当官的，但现在老百姓‘死无
葬身之地’的问题更大、更急切，民为正
本，官为次本，不解决民本问题就会引起
更多的社会矛盾，难赢得民心，极易将官
本位与民本位的矛盾扩大化。”范英建
议，要建公墓就要以民生为重，将公墓定
位为公益性、惠普性的墓园，让广大基层
市民群众都有份，而非仅仅是革命的、红
色的公墓，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都兼顾
到了，更符合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宗旨。

早在2011年8月9日广州市民政局
召开的项目设计及施工国内近 10 位专
家论证会上，范英就提出应将此事交由
广州广大市民公开论证，但却并没得到
民政部门的任何回复。今年初，范再次
以信件的形式向广州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重申了此看法，同样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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