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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反映，县一级
政府对乡镇多考核火化率，
确保农村去世人口全部火
化，但火化后缺少公益性墓
地下葬的问题，多年来迟迟
未得到系统解决。

“很多村都想建公墓，
但都不敢建。”蒙城县殡葬
管理所所长代波说，近年来
找他申请建公益性墓地的
村干部有很多，但因为缺乏
用地指标，都不了了之。

蒙城县王集乡庞沟村
村干部葛贤才说，只有先建
好公墓，村里的新增去世人
口才能不再葬在基本农田
里，而且还可以说服村民将
旧坟迁移到公墓。村里早
在2019年就提交了建设公
墓的申请，但至今仍然没有
进展。蒙城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公墓建设属于限制类项
目，不能占用耕地，基本没
有土地指标可供使用。

2021 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到大力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时，提出推进农村公

益性殡葬设施建设。基层
干部反映，殡葬改革出发
点是移风易俗、节约土地，
但如果地方有关部门管
“烧”不管“葬”，村里没有
配套建设公墓，农民还会
自行在农田里建坟墓。

基层干部认为，堵不
如疏，相关部门要考虑到
平原地区耕地占比高的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给公墓
建设科学合理分配用地指
标，对农村公益性殡葬设
施建设进行系统性安排。

基层干部建议，针对
住宅式墓地问题，要有序
推进农村公益性墓地审批
建设，一方面引导农村新
增去世人口丧葬进公墓，
杜绝增量；另一方面在尊
重逝者亲属意见的情况
下，稳妥有序将田间旧坟
逐步迁移到公墓，严控存
量，从根源上解决住宅式
墓地占用耕地的问题。此
外，要进一步在群众中提
倡厚养薄葬，防止私建豪
华墓之风蔓延。

麦田里为何“长”出豪华墓？

记者在亳州部分农村走访
看到，有的一块麦田内有两三个
住宅式墓地，风格各异。有的是
复古风格，4个石狮雄踞两列，四
周大理石围栏环绕，围栏上雕有
荷花、祥云等图案，墓身上方八
个龙头呈对称分布，分为四层，
顶部双龙戏珠，十分夺目。

还有的是现代风格，明晃
晃的不锈钢做墓地护栏，四周
缠绕黄色、白色等各色绢花，红
色的琉璃瓦护顶，厚厚的四方
体水泥底座，透明玻璃箱内盛

放苹果等贡品，两个花盆左右
对称陈列。

除这些风格特征突出、立
于麦田内的住宅式墓地，还有更
常见的配有超标墓碑的普通硬
化墓。行驶在亳州小路或是宁
洛高速公路上，可以看到路两旁
农田内的大理石墓碑硬化墓。
这些墓碑高度普遍在 1.5米以
上，有的坟墓周边环绕着红砖砌
成的矮墙。记者目测估计，有些
硬化墓占地约有5平方米。

“住宅式大墓的成本从一

两万元到四五万元不等，有的甚
至超过10万元。”皖北地区一些
村民告诉记者，根据当地农村风
俗，谁家老人去世后的墓修得
好，就显得谁家孩子更孝顺。

“一块地少则好几个，多则
几十个坟头。”一名村干部告诉
记者，虽然当地已经清理了硬
化墓，但是到地里随便走走，到
处都能看到坟头，这些土坟同
样影响农业生产，不论是搞大
棚种植经济作物，还是大型农
机作业都受影响。

一块地多则几十个坟头

公墓为何迟迟建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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