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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一路口，44岁的
女子张某未做安全防护，冒风烧纸祈福。纸
钱残火引发火灾事故，造成7辆机动车被烧
毁、2辆被烧损。目前，嫌疑人张某已被公安
机关刑事拘留。
  “在‘金元宝’燃烧的过程中我一直心里
默念平安健康，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0分
钟。”张某说，“烧完纸，我用木棍简单扒拉了
一下就离开了，没有用土掩埋或用水浇灭等
方式进行处理，也没有确认灰烬是否烧透。”
张某离开后，未燃尽的火星引燃旁边杂草并
迅速蔓延，火焰穿过铁皮围挡下方缝隙，最
终引燃了旁边停放的车辆。
  随着清明节临近，群众祭扫活动增多，
加上春季风干物燥，稍有不慎极易引发火灾
事故。《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天津
等地发现，夜间街头烧纸、居民区绿化带焚
香等现象屡禁不止，消防、城管等部门已展
开专项整治行动。

  4月1日傍晚，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十
字路口看到，有人在该路口焚烧纸钱，嘴里还
念念有词。因纸堆面积较大且未设置防火隔
离措施，导致烟雾弥漫，空气呛鼻，路过的行
人纷纷捂着鼻子绕道走。记者注意到，该路口
一侧是城市绿化带，附近停放着许多非机动
车辆。尽管烧纸的人不断聚拢火堆，但由于烧
纸量较大，一有风刮过，就会有点燃的纸张飘
飞到路面上，甚至有纸片落地后仍在燃烧。
  “最近晚上楼下十字路口有不少烧纸的
人。每次他们离开后，路面上会留下大量灰
烬，一堆一堆黑乎乎的，很影响市容，我们出
去散步也只能掩鼻匆匆避开。如果有人不小
心踩到，心里肯定不舒服。”北京居民张先
生说。
  除十字路口外，小区楼道、楼栋门口、街
边垃圾桶旁也成了焚烧纸钱的“重灾区”。
  天津一老旧小区居民刘先生反映：“清
明节前后，楼道里烟雾弥漫，烧纸留下的黑
灰粘在墙上，清理起来非常困难。”
  “楼下的邻居在楼道里烧纸，楼上烟大

得要命，在家都能闻到很大的烟味。”上海居
民赵女士吐槽，因烟雾太大，和楼下居民沟
通无果后，她无奈拨打了消防电话。
  “邻居看到消防人员来了以后，就将东
西收进房间。消防人员说，对于这种情况，他
们也没有办法，最近一天内接到好几起类似
的报警，只能上门劝说。”赵女士说。
  上海杨浦某小区近日发生一起因祭祀不
当引发的火灾事件。小区公共监控视频显示，
张某在楼栋门口烧纸祭祀后，随手将未完全
熄灭的纸钱灰烬倒入路边的垃圾桶，引发垃
圾桶着火，附近一辆汽车的车头被烧毁。
  在一些乡村的山间地头，不文明烧纸行
为更加常见。
  来自浙江绍兴的段先生近日因祭扫烧
纸险些引发火情——— 在回乡给已故父亲扫
墓时，他烧了不少纸钱，突然一阵风刮来，将
带有火星的碎纸屑吹到不远处的枯草堆上，
瞬间火星四溅，火势迅速蔓延。因为没有灭
火工具，他只能用衣物扑打火焰，但收效甚
微。幸好同在附近祭扫的居民听到呼救后，

一起帮忙灭火，才将火势控制住。
  河北沧州居民李先生在上坟地烧纸时
发现，除个别近年新修的墓地外，多数年代
较远的坟墓前都因为没有浇筑水泥或长期
没人打理而杂草丛生。有赶时间的家庭在简
单打扫后就开始燃烧黄纸，并且在明火未完
全熄灭时就已离开现场。
  “近日风很大，如果风吹火星到其他地
方，那多危险啊！”李先生说。
  天津某村一村民连日来都在村口做防
火工作。他告诉记者，因为该村地处山林地
区，原则上不允许烧纸祭祀，但许多村民根
本不听劝阻，有的村民经劝阻后回去了，但
等工作人员不注意又跑去坟地烧纸。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告诉记
者，我国不少地方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禁
止在公共场所焚烧各种祭祀品。但由于不少
人仍然保留了在特定节日或忌日为逝去亲
人焚烧祭祀品的习俗，而可供焚烧的场所有
限，因此就出现了私自在小区、路边、楼道内
甚至山林间焚烧纸钱的行为，存在消防安全

隐患和环境污染危害。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针对此类现
象，多地公安、消防等部门联合开展“文明祭
祀”专项行动：对十字路口、居民区、陵园周
边等区域加强夜间巡逻，利用无人机监测隐
蔽焚烧行为；部分城市启用高清摄像头抓
拍，对违规者通过短信警示、现场处罚相结
合；在社区开展消防法和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普法讲座等。
  一些地方推出了替代性措施：上海、广
州试点“鲜花换纸钱”活动；南京雨花台功德
园向市民承诺，祭祀期间摆放在陵园内的鲜
花如有遗失，陵园负责赔偿等值鲜花。
  受访专家指出，虽然有关部门已加强治
理，但根治不文明烧纸乱象仍需法律震慑、
环保倡导与文化宣传多管齐下，用“文明祭
祀”代替“传统焚烧”。
  “我国有着悠久的祭祀文化传统，人们
通过祭祀表达对逝者的缅怀。但传统的祭祀
行为伴随着焚烧祭祀品、燃放鞭炮等仪式，
难免产生污染环境、制造噪声、引发火灾等

隐患或危害。”孟强说，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
今天，需要平衡“祭祀自由”与“环境保护”
“公共安全”等公共利益。但一些地区采取“一
刀切”禁止焚烧祭拜的管理手段，并不能兼顾
传统习俗，可能引起部分群众不满，使其转而
在更加隐蔽或危险的地方如居民区、马路边
甚至居民楼楼道内私自焚烧祭祀，反而增加
了管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引发更多的问题。
  “堵不如疏。”孟强建议，因地制宜，根据
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灵活的政策，例
如农村地区可以允许在空旷安全的区域适
度焚烧，城市地区则应受到更多限制。在城
市中也应当划定一些专门的祭祀区域，配备
必要的消防设施和人员，允许人们在特定时
间内进行焚烧祭拜，这样既满足人们祭祀的
需求，又能保障公共安全。同时，应当继续加
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文明祭祀的认识，
推广绿色祭祀，鼓励使用鲜花祭奠、网络祭
祀、电子香烛等低碳环保的方式，逐步取代
传统的焚烧习俗。

漫画/李晓军  

  《清明日对酒》有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千年来，慎终追远的清明传统在香烛纸灰中绵延至今。然而，随着城市化进
程加速、商业资本渗透与数字技术对祭祀场景的重塑，一些传统祭祀习俗逐渐变了味道，露天焚烧失控、攀比性消费、虚拟祭品诱导充值
等乱象频出，已然背离了清明祭祀的文化本义，更触碰了现代法治社会的红线。
  清明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深入祭祀活动现场，聚焦“新潮纸扎祭品”侵权、违规烧纸问题难遏、网络无纸祭品价格虚高等进行调查采
访，展现传统礼俗的现代困境，探寻情理法的平衡之道。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近日，“外卖小哥运送纸扎版‘小米
SU7’”一事登上热搜榜，引发社会关注。
  临近清明节，《法治日报》记者走访北
京、天津、河北等地一些售卖祭祀品的店铺
发现，部分“新潮纸扎祭品”热销：“小米
SU7”“保时捷”“奔驰大G”“丰田埃尔法”等
“车型”众多，一些产品还原了全景天窗、轮
毂、车标等细节，车牌可以选“顶级靓号”，甚
至配备了“司机”。除汽车外，还有名烟、名酒
及手机等纸扎祭品在售。
  “这是今年卖得较好的款式，现在年轻
人就喜欢买这类祭品祭拜先人。”在天津蓟
州一白事大全商店内，商家向记者介绍最新
款“纸扎苹果手机”。
  这家店的面积不算太大，但里面的祭祀
品很齐全，“纸扎新款游戏机”“纸扎电脑”
“纸扎汽车”等琳琅满目。记者注意到，这些
产品多数未标注厂家信息，但品牌清晰，远
远看起来和真的相差无几。
  “近年来许多年轻人都在问有没有纸扎
的汽车、手机、麻将等，他们想通过烧纸的形
式表达怀念，让去世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用上
最新的产品。”北京一商铺老板告诉记者，看
到市场需求后，他今年也进了一些类似商品。
  记者仔细观察货架上的商品，发现这些
“新潮纸扎祭品”的制作十分逼真，如“纸扎
苹果手机”，将品牌标志一比一印在商品背
面；“纸扎中华香烟”，乍一看和普通香烟盒
没有任何区别。
  走访中，记者看到许多店铺的老板会自
己动手用纸扎汽车或手机。一辆汽车由两部
分构成，上面和下面两张纸，然后折叠，再用
胶水粘贴，一辆“纸扎汽车”就完成了。
  在电商平台售卖“新潮纸扎祭祀品”的
商家也有不少。
  以某款“纸扎汽车”为例，其产品不仅标

有清晰的Logo，车型也是该品牌最新款。在
线上，该款“汽车”的售价从10元至30多元不
等，线下店铺的售价则为20元至40元不等。
不同的是，线下售卖的“纸扎汽车”一般只有
车辆本身，有些会送“驾驶证”；但线上有商
家承诺“无须组装，成品发货，下单就赠驾驶
证及充电桩”，还有商家甚至承诺赠送“司
机”——— 车内有逼真的驾驶员设计。记者看
到，线上这类产品的销量达数百件。
  记者调查发现，“纸扎汽车”的成本并不
高。河北保定某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只做半
成品销售，以未粘贴折叠前的两张纸的形式
发货，批发价1.1元一辆，后期需要自己折叠粘
贴，300件起售，不包运费，送胶水。在线上某批
发平台，类似产品300件的售卖价格与此差不
多，如果量大，价格可控制在1元内，且包邮。
  除了“新潮纸扎祭品”外，还有不少店家
在大量售卖人民币样式的冥币。
  记者走访多家寿品店发现，这种高仿人
民币的冥币与真实的100元人民币相差无
几，甚至有防伪标识，只不过冥币的发行银
行处印的是“中国天堂银行”或“天地银行”，
右下角或侧面有“保佑子孙后代五福临门”
“路路通”等字样。
  线上售卖此类冥币的商家也不少。他们
大多规避“人民币”关键词，而是以货币、冥
币或者谐音字代替。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搜
索到多款标注为“高仿真货币”的冥币，一些
商家对冥币上的部分元素做了“打码”。
  有商家介绍，收到的货是高仿人民币，
但为了防止被平台下架，所以要“打码”。
  “凡是带有‘人民币’字样的商品，平台
都会进行下架处理。”该电商平台客服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
例》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禁止在宣
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
样，包括祭祀用品。
  这些冥币多为分沓销售，每小沓48张至

100张，售价1元至3元不等，如果要一整捆10
沓，一般是10元左右。在线上，有些商家还推
出各种面值的大礼包，比如各种面额10沓
480张8元，大面额20沓1200张12元等。
  这些冥币的成本不高——— 大商店或者白
事大全店会去源头拿货，几十元一箱，一箱96
捆至100捆不等，每捆核算下来几毛钱。而在
线下店铺售卖，每捆10元左右。
  冥币也存在“缺斤少两”的情况：有商家
为凸显数量以吸引顾客，称每沓冥币100张，
可记者购买后发现每沓实际只有50张左右。
  天津一店铺老板介绍，一般冥币印刷粗
糙，多使用再生纸，高仿人民币的冥币所用
纸张虽好于其他冥币用纸，但还是较为粗
糙，每沓不可能捆100张，最多几十张。“都是
烧给先人的，谁会数这个，更不会较真。”
  该老板告诉记者，他一般是去源头进
货，类似冥币一箱100捆，拿货价40元左右，
后续他会随机搭配几样其他的纸钱，装一个
袋子，10元一袋，方便销售。
  在浙江海音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瑾看来，
根据商标法规定，“纸扎汽车”“纸扎苹果手
机”等“新潮纸扎祭品”如果未经授权使用品
牌标识，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
为。许多被使用商标都属于驰名商标，在祭
祀品上未经授权使用这些商标，可能会让公
众对相关品牌和祭祀行为产生不当关联，从
而损害这些品牌的形象和社会评价，侵害品
牌方的合法权益。
  上海诚康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大成补充
道，“新潮纸扎祭品”若以焚烧为主要使用方
式，则可能因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露天
焚烧产生烟尘污染物的禁止性规定面临查
处。若采用可降解材料且无须焚烧（如电子祭
品），则存在合规空间。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据
产品质量法细化分类标准，避免执法扩大化。
  “市场监管部门、知识产权保护部门、
民政部门等要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加强对
祭祀品市场的日常巡查和专项整治，加强对
殡葬用品生产、批发环节的抽查，查处违规
使用人民币图样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产
品。”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说，应强

化对生产厂家和销售商家的教育，
增强其法律意识，从源头上杜

绝侵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推动祭祀品行业自律，鼓

励商家“去品牌化创
新”，制定相关的产

品设计和生产规
范，避免出现

违 法 侵 权
产品。

编者按

街头焚烧纸钱不文明隐患多

制售纸扎豪车高仿冥币涉嫌违法 莫让网络电子祭品收割“孝心”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青山环绕、白鹤飞翔的画面配上悠远
的背景音乐，墓碑、蜡烛、鲜花、焚香等一
应俱全……近年来，网络祭奠活动兴起，
无纸祭奠形式成为清明节新气象。
  所谓网络祭奠，简单来说就是将传统
的祭祀仪式搬到线上。人们可以通过专门
的祭奠网站、App、小程序、公众号或社交
平台，创建虚拟的纪念馆、墓地，进行献
花、上香、留言等祭祀活动。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发现，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用网络祭奠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已
逝亲朋的哀悼。在他们看来，网络祭奠是
“互联网+”时代一种新的祭扫方式，打破了
时空的限制，可随时随地表达思念之情。但
与此同时，网络祭奠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
馆审核形同虚设、虚拟祭品价格虚高等。
  在多个网络祭奠平台上，记者注意
到，注册流程并不复杂，只需填写姓名、性
别、照片、出生和逝世日期、与逝者关系、
墓志铭以及任务简介就可以创建纪念馆。
  在创建祭奠内容时，可随意填写虚假
姓名和图片，甚至将出生及逝世日期均勾
选为测试当日，也能立刻创建祭拜页面，且
无须经过任何审核步骤，便能在公开页面
中被搜索到。也有些平台设置了私密选项，

可以勾选“设为私人馆”。记者在相册中随
意挑了一张图片上传，也顺利通过了审核。
  有受访者直言，网络祭奠的本意是为
生者和死者架起思念之桥，但因为审核不
严，平台很容易被个别人当作恶搞手段和
寻仇发泄途径。“软件后续不更新，导致屏
幕不适配”“突然连续几天显示网络错误”
“软件已经用了几年，钱也付了不少，可现
在打不开了”……不少网友留言吐槽网络
祭奠平台的问题。
  创建纪念馆后，记者发现电子祭品的
品类繁多，有蜡烛、贡品、鲜花、水果、特色
菜、礼物、书籍、乐器、服饰、家电、别墅等。
记者粗略数了一下，品类近20种，囊括生
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品类还有不同物
品，差不多有上千种。
  但这些电子祭品的价格却不便宜。记
者注意到，最便宜的是售价1元的香或者
纸钱，而且只有3款商品售价是1元，其余
诸如鲜花等都是3元起，几十元的香烛、家
电家具、上百元的豪华别墅、私人飞机等。
  北京居民李女士对此深有同感。几年
前，她给海葬的老人创建了一个纪念馆，平
台每逢重要节日都会推出高价虚拟的祭
品，一个虚拟的豪华别墅售价高达数百元，
近日平台限时推出的“豪华祭祀套餐”售价
1000多元，“这比线下购买纸扎祭品都贵”。

  “一些平台宣称‘让亲人在那边风风
光光用上顶好的产品才是真孝顺’，好像
不买就不孝顺一样。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
祭祀的初衷，也伤害了人们对逝者的感
情。”李女士说。
  记者注意到，不少网络祭奠平台都推
出了会员服务，开通会员后可享受更多特
权，如免费使用某些高级祭品、拥有专属的
祭奠页面等。但根据受访者指引，记者尝试
发现，有的平台使用起来并不流畅，承诺会
员才能享受的服务，连功能都没有开通。
  李女士开通会员后发现，自己享受的
权益并不比之前多，平台承诺的会员积分
换代币，连使用入口都找不到。“就这样的
使用体验，平台每年还要增加会员费，简
直就是在收割‘孝心’。”
  对于网络祭奠存在的问题，浙江海音
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瑾建议，平台应建立严
格的审核机制，对用户注册信息和祭奠内
容进行全面审核，确保信息真实可靠，通
过实名认证、上传死亡证明等方式，从源
头上杜绝虚假信息和活人被祭的现象；可
以提供免费的基础祭奠服务，对于一些增
值服务，须明确标注价格，让用户自主选
择，避免过度消费；还要采用先进的加密
技术，防止用户信息泄露，确保用户在平
台上能够安心缅怀逝者。

链接

  我国制定了不少与清明祭祀相关的
法律法规政策，既注重尊重传统习俗，又
强调文明祭祀与公共安全的平衡，主要涵
盖以下方面：

防火安全的法律规制

  1.明火祭祀的限制
  国家严禁在林区、草场、墓区等防火
区焚烧纸钱、燃放鞭炮，违者可能构成失
火罪。根据刑法规定，过失引发火灾造成
重大损失的，可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各地
民政和林草部门要求加强火源管控，设置
防火检查点，并鼓励群众举报违规用火
行为。
  2.消防与森林防火法规
  消防法明确禁止在火灾高风险场所
使用明火，违者将面临拘留或罚款。林草
部门要求清理墓区可燃物，严查野外违规
用火，并部署消防力量前置以应对火情。

祭祀用品的合法性管理

  1.禁用高仿人民币冥币
  生产、销售模仿人民币图样的冥币违
反人民银行法及人民币管理条例，最高可
罚5万元，并需销毁非法图样。
  2.环保祭祀的倡导
  多地政策鼓励以鲜花、植树、网络祭
扫等替代传统焚烧，减少污染。例如云南
省倡议推广骨灰生态安葬、集体共祭等
方式。

英烈保护与公序良俗

  1.禁止亵渎英烈
  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以侮辱、诽谤
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规范墓地选址与迁移
  殡葬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在耕地、
林地；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和文物保护
区；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
区；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建造坟墓。

政策倡导与移风易俗

  1.文明祭扫的推广
  民政部联合林草局要求各地挖掘清
明文化内涵，通过集体追思、主题展览等
活动引导厚养薄葬理念，优化殡葬服务。
  2.安全与低碳并重
  多地倡议错峰祭扫、绿色出行，严控噪
声扰民（如禁止沿途播放哀乐）。鼓励采用树
葬、海葬等生态安葬方式，减少土地占用。

法律与习俗的平衡

  政策允许传统焚烧习俗在指定安全
区域进行，但需符合防火规定。例如，部分
地区设置集中焚烧点，要求居民清理余
火，避免引燃周边环境。

（本报记者 韩丹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