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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丽 陈磊

  一朵花、一张船票，便是送别。

  这段时间，北京市民钱华（化名）一家正

在等待为家里的第三位离世亲人进行海葬，

“我的奶奶和姑父都已魂归大海，我的爷爷

正等着和他们‘团聚’”。

  近年来，像钱华一家这样选择海葬、树

葬、花坛葬等生态安葬的人越来越多。今年3

月31日，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

份出台了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实施意见，自愿

选择生态安葬方式的人数呈快速增长趋势。

  多位专家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节地生态安葬要在全社会得到较为广

泛的认同，需要政府引导和尊重传统习俗并

形成健康文明的殡葬文化，建议修订《殡葬管

理条例》，将节地生态安葬作为法规修改的一

个主要方面，依法引领并推广生态安葬。

提倡新型殡葬模式

节约资源移风易俗

  白色游船划破蒙蒙白雾，驶向大海。

  船分两层，船上很安静，极少人说话，也

没人刷手机，人们望着窗外。

  约30分钟后，游船停在海面上，100多位

家属依次序走到甲板上，通过一个个蓝色防

风漏斗，向大海抛撒了各自亲属的骨灰。

  这是钱华记忆中奶奶的海葬仪式。在她

看来，海葬仪式是庄重肃穆的，“这样的殡葬

仪式比很多看似‘热闹非凡’的传统殡葬仪

式更加有意义”。

  钱华记得，爷爷生前跟她说过去世后选

择海葬，她当时还问爷爷，没有具体的墓碑，

如何祭奠？

  “爷爷说，‘生前你若是对他不好，死后

立多少块碑都没有意义。有的人有坟，但家

人三五年都没有去看过；我们没有坟，以后

站在海边往远处眺望，那里就是我们所在的

地方’。”钱华回忆说。

  奶奶去世后，钱华隔段时间就要赶往奶

奶海葬的地方，只要站在海边，她觉得自己

浮躁的心就会平静下来。

  “我跟我儿子也说了，以后我和我先生

走了，骨灰也撒在海里，一家人在海里‘团

聚’，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只要有海的地方就

有我的亲人。”钱华说。

  在她看来，从土葬、火葬到海葬等，家里

人选择不同殡葬方式的因素是复杂的。但无

论如何，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来说，除

了购买墓地之外，海葬提供了另一种体面的

选择。

  居住在河北燕郊的王文（化名）同样没

有选择购买墓地，而是希望自己去世后家人

能把他的骨灰撒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王文今年75岁，年轻时参军入伍，在北

大荒度过了3年“充实而难忘”的岁月。退休

以后，他还和几位战友一起去过参军的地方

故地重游。王文的儿子在北京工作，对于父

亲的选择表示支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父

亲经常给我们讲当年的故事”。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一千多年

前，东晋诗人陶渊明表达了旷达、回归自然

的生死观。他认为，死亡是正常的生命代谢，

是托身大山、魂归自然的皈依。

  近年来，将已逝亲人的骨灰抛撒入海，

或将其和着鲜花瓣与泥土葬于树根、草坪之

中，是我国提倡的新型殡葬模式——— 生态安

葬，主要形式有草坪葬、壁葬、花坛葬、树葬、

海葬等。

  今年3月31日，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

王金华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各地

对公益性生态安葬设施建设的力度加大，相

关惠民政策和奖补激励措施的推行，自愿选

择生态安葬方式的人数呈快速增长趋势，越

来越多的群众接受和认同这些方式。

  华中科技大学养老服务研究中心教授

郭林说，节地生态安葬是我国近些年大力提

倡和推进的安葬方式，社会成员对这种葬式

的接受程度正在逐步增强。

  在郭林看来，我国积极推广节地生态安

葬既是为了节约土地资源，也是为了保护生

态环境以及移风易俗。

  “引导社会成员采用节地生态安葬方

式，有助于缓解殡葬给‘耕地红线’带来的压

力。同时，推广节地生态安葬，可以约束一些

地方墓穴使用石材等难以降解材质的情况，

助力守住‘生态红线’。”郭林说。

一些群众难以接受

设施服务有待提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提供生态安葬，

已经成为多家殡葬服务公司的常规业务。

  秋叶网顾问（负责殡葬形式介绍、接待

事宜）刘先生向记者介绍说，树葬、花坛葬会

保留已逝亲属的骨灰，即把骨灰装入降解坛

后，直接埋在土壤里面。

  一家提供海葬业务的公司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殡葬公司接受委托后，会派专车

接送家人和逝者的骨灰，负责安排出海的

船、悼念和抛撒仪式、鲜花等。

  那么，生态葬的价格怎么样？

  刘先生告诉记者，根据陵园的区域位置

以及生态葬的具体规格，生态葬的服务价格

也不一样。以北京地区为例，普通树葬的价

格是单人16800元，花坛葬的价格是双人

65800元。海葬价格相对较低，在1万元左右。

  在某殡葬网站页面上，一些陵园详细介

绍了生态葬的相关信息。比如，灵山宝塔陵

园的生态树葬19800元起，该陵园的草坪葬

显示已售罄。有的生态葬根据面积大小收

费，如永宁陵园，同样是坐东朝西、地处缓

坡、双穴位花岗岩材质的树葬，2平方米（记

者注：骨灰所占面积只有极小一部分，其他

区域为树木或花草）的22800元起，4平方米

的则45800元起。

  选择生态殡葬后，如何在清明时节祭奠

已逝亲属呢？

  据刘先生介绍，树葬、花坛葬等埋葬骨

灰的地方会放一个扇面铜牌，也可以立一面

小碑，将逝者的名字刻在上面。

  据上述提供海葬业务的公司工作人员

介绍，海葬的祭奠，可以为亲人在网上建立

祭奠堂，也可以使用亲人照片在家中祭奠。

  但也有不少群众目前还接受不了生态

安葬。

  长期居住在河南省漯河市农村地区的

刘女士今年75岁，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没

有听说过生态安葬，而且村子里很多人仍坚

持传统观念，亲属秉持“入土为安”的想法，

没听说过谁家用生态安葬的方式。在农村，

家里有老人去世，子女们都要张罗着守灵、

出殡，如果抛弃这些“老传统”，选择生态安

葬，“是要被村里说闲话的”。

  在北京市一家事业单位担任中层职务

的林璋（化名）是一名“70后”，他同样不能接

受假如父母去世后选择生态安葬，“如果我

父母以后选择海葬，老家的人会怎么看我？

他们会觉得我不孝顺”。而且，如果老家的亲

戚来祭拜，没有墓碑，也没有地方祭拜。

  还有群众认为，生态葬就是随便葬、

“薄葬”。

  对此，郭林分析称，当前，造成群众这种

认知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地区

的节地生态安葬的设施质量与服务不佳，同

时并未与殡葬习俗进行充分有机结合而缺

乏人文性。

  郭林认为，在节地生态安葬方面，现有

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呈现

出重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轻殡葬人文和

习俗的特点，不利于节地生态安葬在群众中

的有效推广。

  此外，根据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研创

的《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8-2022 )》

（以下简称殡葬绿皮书），迄今为止，我国

还没有一部“殡葬法”。现行的《殡葬管理

条例》于1997年7月发布，实施26年来，殡葬

立法理念、立法环境、立法条件、治理对象

和执法手段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条例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殡葬改革的需

要，也无法应对殡葬管理工作中遇到的新

情况和新问题。

  郭林认为，节地生态安葬即是《殡葬管

理条例》修订和殡葬政策改革所涉及的“新

情况和新问题”之一，但仍缺乏法律法规作

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修订殡葬管理法规

提供依据保障改革

  2016年2月，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鼓励和引导人们采用海

葬、树葬、深埋、格位存放等不占地或少占

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等方式

安葬骨灰或遗体。

  根据《指导意见》，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

主要任务之一，是着力推行节地生态葬式葬

法改革。例如，在火葬区，推广骨灰植树、植

花、植草和骨灰立体安葬等方式，倡导选择

节地型墓位和骨灰撒海、撒散等不保留骨灰

的安葬方式；在土葬改革区，倡导选择节地

型遗体墓位以及遗体深埋、不留坟头或以树

代碑。

  对此，郭林认为，《指导意见》要求把推

行节地生态安葬作为深化殡葬改革的重要

内容，并提出了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对在

全社会推广节地生态安葬具有重要意义。

  在前述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王金华表

示，为了推进节地生态安葬工作，多地出台

生态安葬奖补政策。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

份出台了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具体实施意见，

对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方式采取激励奖补措

施，加大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力度。

  根据殡葬绿皮书，《指导意见》发布后，

还有多个省份出台了有关节地生态安葬的

奖励补贴办法，节地生态安葬率已经成为各

地新时期殡葬改革的主要考核指标。

  2016年6月，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

积极推行火葬区骨灰撒海、撒散、植树（花、

草）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实现节地生态安

葬率达到50%以上”。

  殡葬绿皮书援引的数据显示，“十三五”

期间，广东省新建公益性安葬（放）设施233

个，海葬（树葬）纪念设施56个，全省实现节

地生态安葬奖励补贴政策覆盖率100%，节地

生态安葬率超60%。在浙江省温州市，到2022

年，全省节地生态安葬率达70%以上。山东

省肥城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总结提出“深

埋还耕、深埋造林、树葬公益林、卧碑、骨灰

堂、壁葬”6种节地生态安葬模式，节地生态

安葬率达90%以上。

  但在郭林看来，节地生态安葬要在全社

会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需要一个政府引导

和尊重传统习俗并形成健康文明殡葬文化

的中长期过程。

  “在此过程中，在尊重群众自由选择权

的基础上，一方面，应当收紧传统墓葬用地，

随着时间推移，传统墓位的供给会越来越

小；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殡葬领域的移风易

俗工作，同时保证新增节地生态安葬设施的

质量和相关服务的水平，尤其是要与健康殡

葬习俗相结合，增强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和服

务的人文性，并运用价格优惠与财政补贴等

手段，引导群众增加对节地生态安葬的需

求。”郭林建议。

  对此，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

  在浙江省三门市，在推行节地生态安葬

奖励办法时，把奖励项目分为两类，生前享

有和逝后奖励。

  根据政策，年满70周岁的户籍居民，自

愿在生前申请其亡故遗体火化后采用节地

安葬方式，签订协议后，本人可在生前每月

领取奖励金；生前未签订协议，但逝后采用

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填写相应审批表后领取

一次性奖励，根据节地生态安葬方式不同，

奖励金额在2000元至5000元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殡葬绿皮书认为，

近年来，虽然我国针对殡葬管理工作出台了

包括《指导意见》在内的多部政策文件，但这

些政策文件毕竟不是行政法规，没有法律强

制执行效力，无法有力推进殡葬改革。

  郭林认为，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态势

和殡葬改革方向，对《殡葬管理条例》进行系

统修订，是社会各界的共识。

  共识的一个佐证是，2021年，国务院已

经将《殡葬管理条例》修订工作纳入年度立

法计划。

  但郭林认为，殡葬改革与殡葬文化传统

联系甚密，属于我国公共政策改革的难点之

一，我国近些年数次尝试修订《殡葬管理条

例》，均“难产”。因此他建议，可以由中央统

筹安排，出台深化殡葬改革有关政策文件，

为殡葬改革指明方向，为修订《殡葬管理条

例》奠定基础。

  殡葬绿皮书建议，民政部门也应推动早

日完成《殡葬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为深化

包括生态安葬在内的殡葬改革提供法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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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飞 

□ 本报通讯员 李阔 高雅兰

  “乌云，搜！”随着警犬驯导员金铭辉的一声令下，缉毒犬

“乌云”立即对眼前的包裹进行搜索，查验其中是否藏有毒品。

这是3月26日，云南德宏某物流城内，德宏边境管理支队警犬

驯导员带领警犬对快递包裹进行查缉的一幕。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中缅边境，毗邻世界毒

源地“金三角”，边境线长503.8公里，无天然屏障，历来是我国禁

毒斗争的前沿阵地。为逃避法律惩处，毒贩往往绞尽脑汁在边

境地区藏毒、运毒，但是依然难逃移民管理警察的“火眼金睛”。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毒贩如何藏毒、民警

如何查毒已成为在中缅边境缉毒一线的“暗战”。人体藏毒、活

体动物藏毒、车辆藏毒、货物夹带、物品伪装……贩毒分子藏

毒手法花样百出，隐蔽性极强，其中不少手段令人咋舌。

“浑水摸鱼”式

心存侥幸企图蒙混过关

  2021年3月26日，一辆满载货物的汽车驶入该支队杭瑞高

速芒市服务区执勤点，货车驾驶员赵某看见执勤的民警时，神

色略显慌张。

  赵某自称车上的货物手续齐全，但民警问话时眼神四处

躲闪，接连催促执勤民警不要耽误时间，尽快让他过关通行。

而与赵某同行的男子张某则掏出手机，频繁和他人联系。这些

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怀疑，遂对该货车进行重点查缉，当

场从该车车体连接处查获捆绑的冰毒10.86千克。

  原来，赵某是一名长途货车司机，其角色是“运货马仔”。

马仔是毒品运输中的关键环节，他们在境外毒贩的指使下，将

包装好的毒品运送到目的地交给毒品买家。

  最初，赵某因“手头紧”认识了张某，张某告诉他，有个能

挣2万元的大活。赵某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第二天，对方就

发来1万元订金，不仅包吃包住，还有烟钱。

  在张某的陪同下，赵某来到境外接受特殊培训，练习怎么

应对警方问话。这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后来，赵某向警

方供述，他被带到境外后，遭到人身胁迫：要么让人汇10万元

赎金放人，要么参加运毒，获得高额报酬。在威逼利诱下，赵某

抱着侥幸心理，准备“干一票”。

  与车体藏毒不同，近年来大宗货物藏毒兴起。疫情期间，

边境贸易货运方式由以往的车辆跨境运输改为集装箱装卸非

接触式运输，装货地点统一在境外，货车驾驶员通常不知道货

物有没有夹带。

  装货时，境外毒贩将毒品藏匿在货物中，到目的地再将毒

品取出。大宗货物藏毒时，毒贩经常向货车司机打听送货地

点，选择与毒品买家所处位置相同或是临近的货车藏毒。

  今年1月21日，该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民警便在一辆从云

南瑞丽驶向湖南邵东的大货车上，查获利用木炭伪装的毒品

冰毒93千克。经询问，民警得知驾驶员运载的木炭是由代驾司

机将货车开往境外后，由境外供货方装填的。

“偷梁换柱”式

无中生有意图暗度陈仓

  随着电商经济的发展，物流寄递行业不断壮大，为贩毒分

子藏毒、运毒提供了渠道。物流快递包裹藏毒是近年来贩毒分

子为逃避打击而采用的一种比较隐蔽的藏毒、运毒方式。

  毒贩利用物流基地每日运送包裹数量多、种类杂的特点，将毒品藏匿在快递包裹中，

到目的地再将毒品取出。物流快递藏毒时，毒贩通常会先向买家寄部分毒品“探探路”，成

功寄到后，再将毒品寄到买家所在位置。

  每天面对数以万计的快递包裹，该支队物流寄递管控分队民警时刻都在与毒贩斗智斗勇。

  “能不能快点啊？我赶时间。”有一天，该支队民警对一个从瑞丽寄往外省的包裹例行

检查时，寄货的男子陈某显得十分不耐烦。

  “请问包裹里面是什么？”

  “一些玉石。”

  “寄给谁？”

  “一个朋友。”

  面对民警的询问，陈某对答如流。正当民警准备将包裹入库时，发现了玉石上的胶水

残留，查缉经验丰富的民警当即决定切开玉石检查。

  “我的玉石都是价值昂贵的原石，切了你要赔偿损失。”眼见罪行即将暴露，陈某色厉

内荏地向民警叫嚣。

  面对陈某的百般刁难，民警不为所动，坚持切开玉石检查。原来，玉石里面已被掏空，

陈某企图利用货物夹带的方式贩毒，经称量，玉石内共夹带冰毒3.2千克。

  除了人为做空物品内部制造夹层藏毒之外，还有伪造外包装、液体藏毒、食品藏毒等

方式。据该支队物流寄递管控分队民警何会国介绍，毒贩利用快递贩毒隐蔽性较强，难以

核查嫌疑人身份信息，参与人员多、人货分离，查获后追捕“主谋”难度较大。

  近年来，该支队通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与物流业主签订联合禁毒协议、推行“物流寄

递业实名制”等举措，配合警犬、X光机等查缉手段，屡次在发动机、饮料、木雕、包裹、香皂

等看似平常的快递包裹中查获毒品。

“铤而走险”式

胆大妄为蓄意瞒天过海

  口罩面膜、水果蔬菜、木雕音响、动物体内……这是该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缉毒博物

馆”内陈列的各类藏毒器具，更是贩毒分子为逃避打击，利用夹带藏毒、人货分离、委托运

毒等手段藏毒、运毒的铁证。

  木康边境检查站驻守在320国道德宏州芒市至保山市龙陵县交界处的双坡垭口，是德

宏州封堵毒品进入内地的一道重要屏障，毗邻世界毒源地“金三角”，建站以来共破获毒品

案件1.3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万余人，缴获各类毒品13余吨，查获易制毒化学物品650

余吨，被誉为难以逾越的“云岭雄关”。

  “师傅，你这一车中药送去哪里呀？”

  “货主说送到保山。”

  这是民警在查验一辆载满鸡血藤药材的货车时，和驾驶员的对话。通过现场盘问和分

析，民警发现驾驶员说话模棱两可、运输目的地不符合实际，果断将车扣下，从中查获海洛

因11.75千克。

  据该站副站长郑兆瑞介绍，德宏州的中药材一般都是发往四川成都、安徽亳州等中药

材市场，很少出现从货源地运往货源地的情况，不少毒贩不了解基本行情，就会出现张冠

李戴的情况。

  “所有行业都有它的规则，每一种货物也都有相对固定的规矩。”郑兆瑞举例说，在长

途贸易中，白糖一般要整齐堆码，每袋50公斤，到目的地卸货时，直接数几排几袋，就能得

出这批货的重量；西瓜多从缅甸供向北方，两个一箱，横竖交错摆放，不仅能防滑，还可以

增加纸箱的支撑力，长距离运输中，不易被压坏。如果位置不对，可能是被动过手脚。

  “毒品藏匿的位置五花八门，藏在食品、饮料包装袋里，藏在香蕉、菠萝、鞋底、茶叶、车

的夹层中，都是常规操作。”在公开查缉岗位工作了20年，郑兆瑞总结了“体内藏毒研判法”

“货车查缉法”“吸毒人员判定法”等8种查缉战法，编入《毒品查缉教程》，在全国同类型单

位推广运用。

  如今，郑兆瑞和战友们累计识破了400多种伪装藏毒伎俩，那些躺在担架上的“病号”，

挺着大腹的“孕妇”，以及把毒品藏在携带的物品中，甚至藏在人体内的贩毒分子，一个个

被移民管理警察剥去了伪装，撕碎了“美梦”。

  此外，面对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新形势，德宏边境管理支队紧盯各类跨境违法犯罪，坚

持系统治理、打防结合、综合治理、分类施策，在全链条打击整治上下功夫，实现了从经验

查缉到“公开查缉+人力线索+科技辅助”查缉方式的转变，同时深化科技赋能，强化与多

警种的协同联动，按照“守点、卡线、控面”管控策略，不断完善查缉、管控，全面织密筑牢边

境立体化禁毒防控网，全力遏制境外毒品渗透入境，堵截境内制毒物品走私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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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清明时，关于殡葬的话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逝者和家属选择海葬、树葬、花坛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使安葬活动更好地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群众认为生态葬就是“薄葬”，与传

统孝道文明相悖。

  实践中该如何更有效地推广节地生态安葬，让祭扫活动回归自然、回归本

源？法治经纬版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以期推动绿色殡葬蔚然成风。敬请关注。

编者按

海葬树葬正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专家：修订《殡葬管理条例》推广生态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