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四

2024年4月4日

编辑/陈磊

美编/高岳

校对/宜爽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春草绿，清明至。3月31

日，面色凝重的河南省巩义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

察官助理张亚辉不停地敲击

着键盘。

　　电脑屏幕上留下这样一

段文字：“晓鹏哥，你是良师、

是兄长、是楷模，教我办案、

教我做事、教我做人。你曾跟

我说，我们办的每个案件都

是一份‘产品’，质量是否合

格，要经得起检验。我现在理

解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的深刻含义。我想跟你交

流这一年的心得体会，让你

再给我把把脉，你却走了，但

我感觉你一直在出差，你还

会回来的……2023年，我结

合办案撰写的《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实务探究》被评为

优秀课题，年度考核评为优

秀等次……”

　　被张亚辉称为“晓鹏哥”

的，是生前担任巩义市检察

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第

二检察部主任的张晓鹏。

2022年11月11日，他因突发呼

吸心跳骤停倒在工作岗位

上。经他手办理的1700余起

案件，无一错案，他生前先后

荣获河南省“中原卫士”、河

南省检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郑州市十大“杰出检察官”等

多项荣誉，荣立个人三等功

两次。

　　“晓鹏哥做人做事，一直

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知道，

对他来说，高质效办案就是

最好的缅怀。”当时，张亚辉

是张晓鹏的检察官助理，两

人朝夕相处了3年多。

　　张晓鹏因公牺牲后，其

先进事迹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巩义市委、郑州市检

察院、郑州市委、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河南省委政法委

相继作出决定，开展向张晓鹏学习的活动。

　　“多年来，能动履职的理念始终贯穿在张晓鹏办理

案件的全过程、各环节，他坚持把参与社会治理、推动

溯源治理作为司法办案‘止于至善’的不懈追求，努力

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巩义市

检察院检察长黄德清说，张晓鹏带领团队办理一起涉

农房地产领域贪渎犯罪窝串案时，结合办案中发现的

新农村安置房建设、村财镇管、村委选举贿选等突出问

题，准确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该村从有名的信访村变成

了平安村。

　　“开展向张晓鹏学习活动以来，郑州市检察机关深

入学习张晓鹏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工作

的历史方位，不断擦亮法律监督机关鲜明政治底色，以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

求。2023年，全市检察机关共办理约占全省检察机关办

案总量七分之一的案件，共计5.59余万件，制发检察建

议1332件，54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河南省检察

院典型案例，76个集体、149名个人荣获省级以上表

彰。”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春波感慨道。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一等功的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长城，就是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代表。

　　朱长城从检以来，所办理的千余起案件无一错案，

成为郑州市检察系统的办案能手。尤其办理的涉黑恶

案件，他以精准的检察建议引导侦查机关侦查取证，把

每起案件都办成经得住历史考验的“铁案”。

　　“向张晓鹏学习，就要始终保持敬业奉献的履职本

色、专业精进的时代亮色、开拓进取的创新特色，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每一项检察工作。”朱长城

深有感触地说，检察官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关系当事

人的人生，再小的案件对当事人来说都是百分之百的

大事。要以“如我在诉”的理念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把实体、程序、效果的要求一体落到实处，以更多可感

受、能体验的方式，让当事人、周边人和广大人民群众

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在办案中，我时时将张晓鹏精神作为参照，更作

为榜样和力量。”2023年，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副主任、员额检察官孟晓荣获全国检察机关

十佳公诉人提名奖和优秀论辩奖。她将张晓鹏精神融

入具体案件办理中，在一起犯罪嫌疑人近80人的团伙

案件中，面对该案言词证据多、客观证据少，数名犯罪

嫌疑人均不认罪的情况，一边阅卷一边标注相关疑点，

带着问题与相关证人核查证据。在掌握了全部案情后，

针对数名犯罪嫌疑人“零口供”、拒不认罪等问题，她凭

着第一手的证据对犯罪进行了指控。

　　郑州市检察院“正剑”检察文化品牌是学习张晓鹏

精神的又一硕果。郑州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积极构建

高质效的职务犯罪检察工作机制，在对监察机关查办

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依法介入的基础上，在河南省检

察系统率先建立完善了常态化的监检衔接、缺席审判

程序工作流程等机制和办法，“正剑”检察文化品牌入

选全国检察机关十佳文化品牌，全市检察机关职务犯

罪检察部门先后涌现出全国优秀公诉人2人、全国优秀

办案检察官1人。

　　河南省委政法委决定在全省政法系统开展向张晓

鹏学习的活动，要求大力营造见贤思齐、比学赶超、争

当表率、争当示范的良好氛围，激励引导广大政法干警

以张晓鹏为榜样，对党忠诚、勤勉敬业、甘于奉献、不畏

牺牲，强化使命担当，忠诚履职尽责，努力创造无愧于

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着力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清明时节雨飘摇，万重思绪涌心潮。连日来，河南

政法系统在以行动缅怀张晓鹏活动中，干警们纷纷说：

“每一次缅怀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前行的

脚步更有力量，努力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

事、揪心事、烦心事，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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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花坛大树祭拜 遥望大山大海追思

身身后后事事““回回归归自自然然””渐渐被被大大众众接接受受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文旭晨

  “爷爷奶奶，这一年我们都很好，关于你们的

回忆录正在校对阶段，你们放心。”3月底，北京市

民钱华（化名）来到海边，和海葬的亲人们“絮叨”

了很久，她的爷爷奶奶已魂归大海。

  清明时节，对于中国人而言，扫墓追思是亘古

不变的习俗。如何祭奠——— 这是钱华面对海葬的

第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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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钱华和丈夫决定自己“走”了也撒海，

“我们在海里团聚，无论到世界各地，只要有海的

地方就有我的亲人”。

  在苍松翠柏间、在重茵叠翠处、在潮起浪卷

中……近年来，树葬、花葬、草坪葬、抛撒葬（含海

葬）等多种节地生态安葬方式逐步受到社会认可

与接受，“回归自然”渐成殡葬文明的风向标。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当前我国节地生

态安葬推广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离在全社会普及

的目标仍存一定差距。其中涉及的技术、观念、规

划等领域问题值得有关方面注意。比如各地殡葬

服务机构纷纷推出了生态安葬的业务，但目前市

面上生态安葬价格地区间差异较大且后续管理费

用也是推广开来的一个障碍。此外，在一些农村地

区，生态安葬还是一个全新的名词，亟须加强对节

地生态安葬的宣传教育。

  受访专家表示，生态葬相较于传统建墓立碑，

在节约土地资源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要想让节地

生态安葬在群众中得到推广，一方面需要政府的

引导和规范，另一方面也需要修订《殡葬管理条

例》，为节地生态安葬提供制度保障。

草坪葬花坛葬树葬

节约资源移风易俗

  4个小时，一场告别。

  等待了许久之后，上海市民张萍（化名）近日

接到了殡仪馆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她终于可以

带着父亲的骨灰踏上海葬之路。

  包括张萍在内，她家共有6位亲属参加，与其

他选择海葬的家庭亲属依次在吴淞码头登船，鸣

笛启航，驶向大海。船上很安静，极少有人说话，也

没人刷手机，人们望着窗外。

  一个小时后，船停在海面上，家属依次走到

甲板上，向大海里抛下了各自亲属的骨灰。在张

萍看来，海葬仪式庄重肃穆，“这样的殡葬仪式很

有意义”。

  从上船到下船，全程约4个小时，张萍在脑海

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与父亲之间的点点滴滴。父亲

喜欢旅行，退休后一直在旅行的路上，“父亲如今

骨灰入海，终于可以如他所愿，自由地去往每一个

有海的地方”。

  作为女儿，张萍自然明白，父亲希望海葬，除

了他自己的原因外，也不希望他的后事成为女儿

的负担——— 在上海，普通的墓穴葬都要花费10万

元以上，“传统的公墓有使用期限，到期后还需要

续费。而且以后如果家人离开上海，还会存在无人

照料墓地的问题”。

  对于同样选择海葬的北京市民刘凯（化名）一

家来说，海葬“是为了更好的祭奠”，“我们兄弟姐

妹4人散在五湖四海，其实父母无论葬在哪里，我

们都不方便，不如撒海里，以后就在心里祭奠，或

者到海边看看”。

  北京市民王先生则是为母亲选择了树葬。

  两年前的清明节，王先生将母亲的骨灰葬在

了长青园里一棵桃树下。今年清明节前夕的一

天，王先生一家来到桃树下，把一束白色菊花放

在树旁石头上，孙辈们则拿出红色玫瑰干花瓣撒

在石头上。

  做完这一切，他们往后退了一步，并排站好，

对着母亲埋葬的地方，鞠了三次躬，“你们看，妈妈

最爱的桃花，今年又含苞待放了”。

  一年又一年祭拜，他们眼看着长青园的植被

愈发茂盛。王先生的妹妹说：“我们以后也要埋在

这里，和妈妈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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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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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诗人陶

渊明表达了旷达、回归自然的生死观。他认

为，死亡是托身大山、魂归自然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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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对这种安葬的

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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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社会大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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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成行业常规业务

后续维护需另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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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社交媒体平台以“树葬”“花坛葬”为

关键字搜索，可以看到许多介绍当地陵园的

帖子。记者私聊了其中一位杭州墓地代理张

女士。

  据张女士介绍，当地生态安葬做得比较好的

径山竹茶园，小碑树葬（碑高0.4米）36080元起，卧

碑树葬（碑高0.6米）88080元至98080元起；树叶/枫

叶卧碑双穴90080元，单穴44880元。此外，结合径

山植被特点，该墓园还开发了竹林葬和茶田葬：

竹林葬双穴（保留骨灰）28000元，单穴（不保留骨

灰）价格在3000元左右；茶园小碑（碑高0.4米）

80000元至83080元，茶园单穴44880元起。

  在墓地维护上，记者询问对方是否有附

加费用。张女士称，额外还需要交管理费，径

山是每平方米每年80元，一次交20年，“像生态

葬的话，面积一般在0.2至0.8平方米，看您选择

哪种，理论上只要持续交管理费，墓地就可以

一直使用下去”。 
  面对记者“如果断了管理费，墓地是否就

不能用了”的担忧，张女士解释道，如果担心

的话，可以多规划几代，“如果一直联系不到，

可能会被作为无主墓依法集体深埋”。

  此外，张女士还向记者推荐了浙江省安

吉县的生态葬，其一树一户葬，可以安放8个

人（约四代）的骨灰，价格在13万元左右。安吉

花坛葬价格较为便宜，在9800元左右，是一坛

四穴（一个花坛，四个穴位），管理费每年一墓

60元，前3年免费。

  调查中，在四川省成都市运营公墓代理业

务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树葬、花坛葬可以选

择保留骨灰，与可降解坛一起埋在树木或花坛

旁的小碑下。树葬、花坛葬的价格根据地理位置

不同等有所差异。以成都市成华区花坛葬价格

为例，单人价格为19900元，双人价格29900元。这

些生态葬同样需要每年另付80元至120元不等

的墓地管理费。

  秋叶网顾问（负责殡葬形式介绍、接待事

宜）李先生告诉记者，北京生态葬的价格不

等，北京市内生态葬价格相对较高，郊区九公

山长城纪念林的树葬起价40680元、花坛葬价

格为19800元。距离北京市稍远的河北省涿州

市天福园墓地的生态葬价格相对较低，树葬

起步价格为19 8 0 0元，花坛葬的起步价格为

7800元。每20年需要交纳一次管理费，每次管

理费用为墓地价格的5%左右。

  针对各地标准不一且价格不菲的生态葬，

郭林指出，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城市土地资源有

限、土地利用成本不断上涨，因此生态葬价格也

水涨船高。

动辄等待半年一年

出现付费加急服务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等待时间长，

成了目前困扰生态葬的一个因素。

  据长青园工作人员介绍，现有的公益性生态葬形

式主要为草坪葬，等待时间为5到10个月，由墓地工作

人员组织家属进行集体安葬。如果家属不想等待，则可

以花费1990元购买服务后自由选择时间安葬。

  再比如，随着海葬需求的增加，公益（免费）海葬一

般需要等待3个月至6个月甚至更久。记者拨通北京市

八宝山海撒办公室电话，工作人员介绍说，依据现有的

排队数量，目前进行海葬需要等待1年左右的时间。若

逝者户口为北京籍，安葬全程免费。逝者家属决定海葬

并签订合同后，可以将骨灰送到指定的墓地寄存，不需

要支付费用。如果逝者为非北京籍，海葬部分免费，出

席海葬的家属需要每人交纳380元，不再额外承担其他

费用。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付费式海葬服务。山东人秦

涵（化名）一家便是选择了付费（价格约为1万元）海

葬的形式，因为等待时间太久，“不想让两位老人的骨

灰分别存放太久，生前相依相伴，身后也希望他们尽早

团聚”。

  身为“00后”的韩玲（化名）在海南省三亚市一家

提供海葬业务的公司工作。她向记者介绍说，付费海

葬相比于公益海葬，不同点在于等待时间短，且可以

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一对一的海葬服务，价格视客户

情况而定，主要因投放海域、定制仪式、拍摄等因素的

变化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起步价是8000元左右，最

高3万元”。

  对于这种付费海葬，郭林分析说，目前海葬服务包

括集体公益性海葬和私人定制海葬两种形式，集体公

益性海葬由政府承担成本，私人定制海葬则提供更灵

活的服务。

  对于私人定制海葬，郭林提醒消费者需考虑3个问

题：服务机构必须具备相关资质，如殡葬服务经营范围

和“骨灰撒海许可证”；服务必须明码标价，消费者有充

分选择权；定价应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公益性质，不应过

高，以体现对社会大众选择海葬的引导。

  据介绍，在上海，海葬并非直接把骨灰撒向海面，

而是将骨灰放进由陶土及海洋泥土烧制而成的可降解

罐子里，顺着绳子沉到海底。可降解罐会在24小时内溶

解，这样的方式不会污染海洋环境。

  那么，支付上万元“加急”海葬是否合规合理？郭林

指出，这需根据服务机构资质、价格透明度及公益性判

断，若符合上述标准，且消费者自主选择，则可视为合

规合理。

修订殡葬管理条例

明确标准保障权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还有不少群众目前接受不

了生态葬。

　　河南省漯河市农村居民刘女士今年75岁，她在电

话中告诉记者，没有听说过生态葬，而且村子里很多

人仍坚持传统观念，秉持入土为安的想法。在当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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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生态葬，“是要被村里说闲

话的”。

  今年82岁，家住甘肃省定西市农村地区的李女士

也没有听说过生态葬，想着入土为安，“有棺材、有碑，

才有地方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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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能接受生态安葬，“假如我父母

将来去世后选择海葬，老家的人会觉得我不孝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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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群众和钱华有同样的第一反应——— 如

何在清明节或春节祭奠亲属？ 
  据张女士介绍，在树葬、花坛葬等掩埋骨灰

的地方，通常会安放小铜牌或小碑，刻上逝者的

姓名或遗像，亲属可以自带鲜花、供品祭奠

逝者。

  海葬的祭奠则略有不同。据韩玲介绍，选择

海葬后，公司会有专属的线上祭奠平台，通常会

在返航的途中让客户自行开通，线上祭奠有献

祭品、点蜡烛等多种祭奠形式，另外也可以在寺

庙为其立往生牌位，或在家中摆放逝者照片自

行祭奠。

  郭林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行节

地生态安葬，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殡葬

法律，目前殡葬制度建设的主要依据是国务

院1997年颁布施行的行政法规《殡葬管理条

例》，该条例很多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亟待系

统修订。

  他认为，应从概念定义、行为规范、权益

保障、监管处罚四方面对《殡葬管理条例》加

以修订，一方面，明确节地生态安葬的定义和

种类，明确各类节地生态葬式的基本标准，确

保节地生态安葬符合节约土地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规范节地生态安葬服

务提供者的行为，包括其资质要求、服务内

容、价格标准等。 
  在保障消费者权益层面，郭林强调，要

明确消费者在节地生态安葬过程中的权益，

如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并规定相

应的救济途径，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同时还应当设立监管和处罚机制。

要明确监管机构、监管内容、监管程序，确保

实现有效监管。对于违规殡葬行为，要建立

相应的处罚机制，对执法主体、执法方式等

作出规定”。

  在郭林看来，要想让节地生态安葬在群

众 中 得 到 推 广 ，政 府 的 介 入 和 规 范 必 不

可少。

  “关 键 是 要 制 定 更 加 全 面、细 化 的 标

准。”郭林说，这些标准应该既满足环保、节

地的要求，又能够充分尊重社会成员的文化

习俗和人文需求。这样更具人性化和可操作

性的标准，将有助于提升群众对节地生态安

葬的接受度。

  对于具体措施，郭林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如媒体宣传、社区

讲座、公益广告等，加强对节地生态安葬的宣

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其认识和了解；注重对传

统殡葬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引导人们树立正

确的殡葬观念，推广符合节地生态理念的祭

祀方式，如网络祭祀、鲜花祭祀等，以形成厚

养礼葬、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

打造一批节地生态安葬示范区或示范项目，

通过实践探索和创新引领，为其他地区提供

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