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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突降

大雨，我们的管制措施基
本上没有实施！”昨天，记
者从交管部门获悉，初步
估计昨天前往南郊扫墓的
车辆约有 1万辆，市民大
概在2到3万左右。原本
以为昨天会是今年清明扫

墓的最高峰，没想到一场
大雨，将高峰“淋”走了。
“从早上 6点多钟我

们便已经到位，但是，一直
到11点钟前，基本上看不
到什么车流！”昨天上午，
交警八大队徐鸿跃警官告

诉记者，按照往年的经验，
上周是清明节扫墓前的最
后一个周末，肯定是扫墓
的最高峰，为防止出现路
堵难行的状况，昨天一大
早，大队百余名警力和来
自交管局机关、其他大队

支援警力在内的300余名
警力全部上路，并按照原
先的交通预案做准备。但
是，因为一直在持续下雨，

风刮得也大，前往南郊墓
区扫墓的市民很少，跟正
常工作日差不多，比周六
时的车辆和人流量都小，
而跟上个周末，更是不能

比。考虑到车流量不大，交
管部门原定的宁丹路单行
管制措施便没有实施，执
勤交警只是疏导部分大货
车进行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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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捧金黄的菊花盛
开在墓前，看得出来，它刚

来几天。在菊花身后，一个
穿红衣的圣诞老人乐呵呵
面朝墓前站着，他腰间裹着
一个大礼包，旁边，圣诞树
上彩铃在风中飘荡。这是墓
园独一无二的墓碑：周围有
这么多“礼物”。墓碑本身

同样很别致，洁白的碑身上
方，托了只手掌，手掌中央，

有颗浑圆的明珠，一看便是
“掌上明珠”。打扫墓园的
工人过来插话：“是个年轻
女孩，得的是白血病。父母
每个月都来看好几次。”

记者抬眼看碑，金色大
字写有“美丽聪明的女儿，
安息于此”。左边是一张彩
照，上面的女孩短发，身穿
白色 T恤，笑盈盈侧身坐
在桌前，非常讨人喜欢。
“女孩父母是来得最

勤的了。”功德园工作人员
小朱说，女孩英年早逝，
1981年出生，2003年就走
了。当年，她父母为好好安
葬女儿，光为墓碑的事来功
德园就不下10次。从女孩
父母口中，大家得知，女孩

患了白血病，生病多年，父母为
她治病，倾其所有。女孩母亲更

是不顾身体，3次为女儿捐献
骨髓，可惜，女孩还是没能抵挡
病魔的袭击。小朱说，当年，这
对中年丧女的父母来功德园定
墓碑，希望做个有独特意义的
墓碑，纪念独生爱女。

考虑到女孩父母的心思，

工作人员领他们看了看另一
座墓碑。这座墓碑墓主也是一
名年轻女孩，这名女孩出了车
祸，她家人提出做个“掌上明
珠”墓碑。女孩父母看到这座
墓碑，当即要求墓园也做一
个。“女孩父母很慎重，看效果

图、尺寸图，修改了好几次，才
定型”，工作人员对这对父母
印象都很深，“女孩的妈妈多
次捐骨髓，落下了病，刮风下
雨，关节就疼。为女孩治病，他
们房子都卖了。他们说女孩成
绩很好，也很懂事，临走前还

要求去参加考试……”被这家
人的深情深深感染，工作人员
墓碑做得很认真。他们建议父
母给女孩墓碑四周围上白色
的栅栏，用汉白玉做成的“掌
上明珠”也非常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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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新村赶到大方巷
的母亲家，孙兰芳高兴地看

到，她的4个哥哥姐姐都已经
到了。大家搀扶着83岁的母
亲，匆匆上了借来的一辆面包
车，由大哥开车驶往普觉寺墓
园。一路上雨下个不停，偶尔
还有几声雷鸣，车里的气氛既
有悲伤也有尴尬。大家最关心

的还是老母亲的身体健康，围
在母亲周围嘘寒问暖，还带来
了蛋白粉、牛奶、核桃等母亲
爱吃的东西，这种被5个子女
簇拥着的幸福感觉，谢老太太
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了。车上
只有大哥大嫂一直沉默寡言，

大哥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抽
着烟，大嫂坐在副驾驶位置
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出神。

来普觉寺墓园的人依然
很多，经过雨水的冲刷，山上
的一排排松树显得更加郁郁

葱葱。孙兰芳扶着母亲下车，
兄弟姐妹们买了一个白色的

大花环和一束菊花，往“孝字
区”走去。看到父亲的坟上沾
了些泥点，大哥默不作声地蹲
下来，拿出纸巾将墓碑擦擦干
净。“父亲去世已经 2年了，
我们现在没有太多的悲伤，但
每年清明一定会来给父亲上

坟，纪念纪念他，感谢他的养
育之恩。”孙兰芳说，“母亲年
纪大了，总是放不下对父亲的
回忆，每次扫墓，在坟前一站
就是一个多小时，我们大家都
陪着她。母亲看到我们5个人
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心里肯

定不好受。”
孙兰芳告诉记者，她和 4

个哥哥姐姐感情一直很不错，
以前每到春节，大家准会去父
母家热闹一番，5个小家庭聚
在一起，一顿饭能喝掉2斤白

酒。“过去，我们周末一有空就
回父母家，帮老人打扫卫生，做

一桌好吃的。现在，兄弟姐妹却
好像生疏了，很少能开开心心聚
在一起。”孙兰芳无奈地摇摇
头。

5年前，父母在鼓楼附近的
老房子拆迁，拿到了 60万元的
拆迁补偿款，两位老人商量后决

定，拿出一半补偿款分给5个子
女。得知父母拿到了这么一大笔
钱，子女们来得更勤了。大姐每
个周末都要抽空来给父母洗床
单、晒被子，二姐张罗着帮老人
订牛奶，大嫂更是充分发挥自己
的厨艺，端来鸡汤、排骨汤给老

人补身体。当二老表示要平均分
配时，大哥第一个强烈反对。孙
兰芳告诉记者：“大哥是长子，
他和大嫂觉得应该多得一些，而
且他们还有儿子。”当时大哥提
出，如果父母坚持大家平分这笔

钱，那么也应该算他儿子一份。
最终，父母还是一碗水端平，每

家分得6万元。“分完钱，大哥
就跟我们疏远了，平时根本不来
往。就连过年都会以值班为借
口，连续4年没有回来吃过团圆
饭，妈妈过年时总是唉声叹
气。”孙兰芳说。

孙兰芳的父亲是 2年前生

病去世的。年迈的母亲总是见不
着自己的大儿子，常常独自坐在
阳台上发呆，老伴去世后她反倒
有了借口，清明节的时候打电话
给儿子，所有的子女都得给父亲
上坟。

中午11点多，雨渐渐停了，

来扫墓的人越来越多。大哥烧完
了最后一堆纸钱，站起身长舒了
一口气，搀着母亲往回走。“只
有到了清明，我们兄弟姐妹才能
团圆。”孙兰芳感慨地说。

/0<= AB CDE

FGG

HIJ4KLMN

昨天，风雨交加，气温骤
降，但这并未能阻止亲人拜祭

亡灵的脚步，普觉寺墓园还是
迎来了一个扫墓小高峰。在
“乐字区”一个墓碑前，九个
操着东台口音的扫墓人，格外
引人注意。他们在祭拜一个姓
李的女士，27年来年年如此，
而这名英年早逝的女士，与他

们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在 9个东台人中，一名

最年长的老人从一个保温瓶
内倒出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老
鳖汤，毕躬毕敬供在墓碑
前，口中喃喃：“大姐呀，你
胃不好，一定要多喝点老鳖

汤……”
老鳖汤他年年送，这句话

他年年讲，整整27年，每年清
明扫墓都是如此。这位老人名
叫王家发，出生在东台一个贫
困的小乡村。父母生有7个子
女，他排行老六。1948年，王

家发7岁时，家中发生一场变
故：爸爸病故了。无力抚养子
女的母亲，先是把最小的妹妹
丢在大街上，后来又将他丢在
大街上。就在他饥肠辘辘流浪
街头时，一个大姐姐出现了，
她就是李女士。

当年，李女士也只有 15
岁，她的家境也十分困难，父
母都是农民，下有 5个弟弟
妹妹。不过，看到无家可归的
王家发，年龄不大的她自作
主张，将他领了回家。对于王
家发这个“不速之客”，李女

士的父母以及 5个弟弟妹妹
都不太欢迎，但在李女士的
坚持下，王家发终于被留了
下来。

长大之后，王家发一直以
拖板车帮人拉货为生。那个时
候，李女士已经出嫁到南京，

每次回娘家之前，她都会扯上
几尺布，点灯熬油，做几套小
衣服带回老家，给王家发的 4
个女儿穿。
“大姐得的是胃癌。”王

家发说，那个时候，远在东台
的他，每个月都要南京来看望
李女士，每次来的时候，都会

带上几只老鳖。因为他听说，
老鳖炖汤对胃特别好。可拖了
两年，大姐还是带着对人间无
限的眷念，遗憾地走了。

王家发说，他每年都会来
拜祭大姐，直到他实在走不动
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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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底。刚刚过
去的冬日，对杨玉萍而言，是
她经历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

在为爱人办理入葬手续
时，她在功德园的路口忍不住

停下了脚步：去年的清明，赵
建国还站在这个路口，为市民
主持《老赵说交通》，睹物思
人，物是人非，那个片断成了
永久的怀念———老赵，天堂里
也有车来车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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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赵，也是老赵说
交通，我是北方人，我是南京的

一名普通民警，我借咱们南京
电视台来给大家说交通，每天
一档。那位问了，你今年多大，
我呢三十八岁。呵，三十八岁为
什么叫老赵呢，可能我上了镜
头您就不觉得我三十八了，另
外，叫了老赵总比小赵说得要

好一点。”第一期节目，老赵以
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屏幕前。很
快，全南京人都记住了这个满
脸褶子的风趣老赵。
《老赵说交通》每期节目

播出的时间不长，但老赵每次都
把节目当作大事来做。有时候为
了寻个好题材，他常常在街上转

十几个小时。然后，挖空心思用
有趣的方式播报出来。

时间一长，老赵的名气早
已传开了，小朋友都知道老赵

的名号。“有一个小朋友，刚
学会说话，一个手指头还放在

嘴里面咬着，赵建国问他‘我
是谁啊？’，‘你是那个警察叔
叔，老赵说交通！’这事让他
非常感动，他说‘他不知道我
说的是哪一条哪一款，他更不
知道标牌标线，但他知道《老
赵说交通》这个节目，交通安

全意识哪怕能在一个孩子心
里扎了根，我都是非常高兴
的！’”杨玉萍告诉记者。

做了好几年交通节目，老
赵对流程早已轻车熟路，但北
方人的较真却让他对工作马
虎不得。为了让自己的节目更

有说服力，他甚至去亲身体
验。在从白马公园通往何香凝
墓的一段路上，有个被称为
“龙脖子”的转弯口常常发生
翻车坠山事故。为了查明原
因，老赵亲自驾车走一趟了，
结果因为雨天路滑，差一点就

摔了下去。
关于此事，妻子杨玉萍发

了火，“工作重要，你连命也
不了要吗？”老赵像个做错事
的孩子：“我下次再也不敢冒
险了。你别生气，你看我按规
矩开车，不是好好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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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走后，大多数日子里，

他生前在宁南的家都空着。

这些日子，杨玉萍常常住
在姐姐家。宁南的家，杨玉萍有

点刻意回避。没有老赵的笑声，
空空的家里早已被悲伤填满。
“四处都是他的影子，似乎他
不曾走远”。

老赵查出了癌症，“那时
候，觉得天都是黑的。”杨玉萍
一下子从幸福的高峰跌到谷

底。“会熬过去的。你别担心，
你要相信我，我自己有数。”老
赵最看不得妻子的悲伤。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2005
年12月13日，老赵进行了肝
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之后的
三个月是老赵病后最快乐的时

光。换肝后的老赵恢复得很好，
劫后重生的感觉，让两个人倍
加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有一次，两人等红灯时，正遇
着隔壁车上的两名男子在聊天。
“哎，你刚才那样开是不对的，你
没看《老赵说交通》吗？老赵上次

还特意讲的呢。”“是吧？我下次
晓得了。”生病离开荧屏很久，
还有人记得自己，这让老赵很
欣慰。“值啊！”他喃喃地对妻
子说。“等我上班了，我要做得
更好，来报答观众。”然而，这竟
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在最后的日子里，老赵还
是保持着微笑。就像他说得那
样：“人生总有遗憾的，但起码
我努力了。”/f<= 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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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清明前后，黄金山
农花社区60岁农民张少友最

忙了，陆陆续续的人从南京城
或是外地赶到黄金山墓地上
坟。作为他们的“坟亲家”，这
两天他忙着接待，陪着他们一
块去“挖帽子”，祭扫先人，真
有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
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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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友是黄金山一带土

生土长的农民，做“坟亲家”
有25年了。在他的印象中，自
古人们就说黄金山风水好，这
一带很早已是墓地，过去是行
政村，村上的人家家都做“坟
亲家”。“听我爷爷说，从我太
爷爷开始就做了‘坟亲家’，

在南京‘坟亲家’这一说法
300年前就有，估计是清朝那
会。那时城里人家中有人去
世，没地方安葬，就安葬到农
村来，在当地找个人来专门照
看墓地，平常帮忙打扫打扫，
就这样结成‘坟亲家’。”

现在张少友手中照管的
墓有 100多个，方圆 2里，老
张在社区有份看门的工作，空
闲的日子就是照料这些墓地，
虽然要管的墓地很多，但哪对
哪，老张一点不犯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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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老张刚刚送走一拨

人，从南京城赶来的刘先生一
家也来给父母上坟了，事前他
们已经电话联系过了。老张拿
着铁锹，早早守在路口，刘先
生和儿子、女儿举着杨柳枝老
远过来，老张迎了上去，刘先
生握住老张的手，亲切地称呼

他“老哥”，“最近还好啊？”
老张连连点头，“好，好。”大
家一路寒暄，一起朝着墓地而
去。到了坟墓附近，老张挥起
铁锹，在地面上画了四个圆，

挖出四个“帽子”，上窄下宽。
刘先生必恭必敬地把帽子窄
的那头相对，两个一叠放好，
上面插上杨柳枝，在墓前放上
两束菊花。全家排好，深深鞠

了三个躬。
一旁的老张解释道，“挖帽

子”是有讲究的，单穴挖两个，双
穴挖四个，上面一定要有青草，
万古长青。两个一叠，下面是头，
上面是帽子，意味着有儿女有后
代，香火后继。上面再插上根杨
柳枝，“要知道杨柳的存活率很
高，折下插在土里它也能活，寓

意着代代清，成活率高。”杨柳上
还要系着红色的飘钱，表示是儿
女们来上的坟。“这些都是南京
祭扫的老风俗。经过雨水，帽子

会变得更坚实，等到来年清明扫
墓时，再把它们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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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刘先生一家，老张说，估

计大家又要一年后才能见到了。
老张结的第一个“坟亲家”是由
父亲介绍的，那是1982年。“那时
候大家关系可亲了，来扫墓前先
上门找我，带着两条鱼，新鲜的蔬
菜，还要请我们全家吃饭，我们也
要准备东西招待他们，吃完饭还

一起拍照。到后来通常一年会给
些酬劳，多的有上百，少的几十”。

25年了，老张很欣慰的是，大
家对他这个坟亲家都挺满意的，有
些人还结下了十几二十年的交情。
“比我小的叫我老哥，大的叫老弟，
不仅是清明，有些人平时还打电话

叫我去城里玩呢。”老张说，现在这
里做坟亲家的人不多了，“老的干
不动了，有些已经走了，小的则出外
打工了。何况统一管理的墓园也多
了，就不需要咱坟亲家了”。

记者在花神庙也见到了几位
曾经做过“坟亲家”，现在已经

改行的老人。他们回忆：那时候
这一带的农户都有地，城里人来
看地，农民就把家中一些小土山
的地卖给他们做坟墓。老人们
说，五六年前，花神庙公墓拆迁
了，附近的地也开发盖起了商品
房，附近一带做坟亲家的越来越

少了，现在也就是黄金山那一带
还有坟亲家，都是一些刚涌现的
新“坟亲家”，他们专门在清明
扫墓之际帮人锄草、挖帽子，赶
着清明季节赚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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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形的顶，圆柱形的碑
身，俨然就是南京紫金山天

文台的翻版。这座小型“天
文台” 就在雨花功德园，
“看守”它的，是早年的紫
金山天文台台长，著名天文
学家张钰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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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文化园 A 区 5

段，穿过排排墓碑，一座墓
碑深深吸引了记者。它造
型奇特：穹顶、碑身呈圆柱
状、周身是用乳白色的花
岗岩制作而成。尽管碑面
有岁月打磨的薄薄青苔，
仍难掩其洁白与典雅，“天

文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碑面上方有张椭圆形的烤
瓷照片，照片上的老人戴
着眼镜，微笑，目光似望向
浩渺长空，眼神谦和而有
力量。“他就是著名天文学
家张钰哲。”功德园的工作

人员王先生说。
在张钰哲墓碑附近，绝

大多数墓碑是标准长方体
形状，黑色或白色，这座小
型“天文台”显得更加令人
瞩目。扫墓的市民经过“天
文台”时，也会驻足观看。

绕过碑座，碑的背面有碑
文：“张钰哲：1902~1986
……1941年任中央研究院
天文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
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台长……对我国各
天文台站的建设和发展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近

代天文学主要的奠基人，1928
年在美国发现 1125号小行

星，命名为‘中华星’。1978
年，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以该
台发现的第 2051号小行星命
名为‘张’，以示对张钰哲的敬
重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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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墓园里个性化的墓

碑已有 200多座，但功德园办
公室陈振洪主任告诉记者，张
钰哲的墓碑是该园第一个个性
化墓碑。陈振洪对该座墓碑记
忆深刻，1999年，南京紫金山
天文台将张先生的骨灰从别处
移来，请墓园寻找一个合适之

处安葬。当时，包括陈振洪在内
的工作人员都听说过张钰哲的
事迹，顿感责任重大，“我们对
张先生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
精神很感动，张先生一生为中
国天文学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当时就想，一定要为先生

设计一个有意义的墓！”陈振
洪的同事们思来想去，“张先
生一生献身天文学，又任紫金
山天文台台长，让他在‘天文
台’下安身不是最好？”大家眼
前一亮，将此打算告知紫金山
天文台，台里也正有此想法。

据陈振洪透露，碑的下半
部是集体“智慧”的焦点，大家
讨论了好多次，最终决定用长
城围绕碑身，再在两边刻上山
的形状。“张先生是中国的瑰
宝，长城代表中华民族，山则是
为了增强庄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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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昨天下午两点多，

记者来到百年老店绿柳居
菜馆，一楼、二楼的大厅里
仍然宾朋满座。菜馆办公
室主任魏彬告诉记者，今
年清明节期间，许多市民
扫墓归来后都喜欢在绿柳
居吃一顿团圆饭，与去年

同期相比，菜馆的客流量
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

魏彬介绍说，平时周一
到周四的生意相对淡一些，
但近3个星期以来，周一到
周四的午饭和晚饭时间，一
至五层的大厅和包间全部

坐满。记者了解到，四楼、五
楼的包间接受预订，不少

身在外地的南京人赶回来
扫墓，也趁此机会尝一尝
家乡的时令野蔬。“一般的
习惯是上午扫墓，所以中
午的生意特别好，四楼、五

楼的包间必须提前2周才
能预订到。”魏主任说“我

们开始也好奇，问了一些
顾客才知道，他们都是刚刚
扫墓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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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远在深圳的张
怀宝来到南京。像过去的 33

年一样，他安顿好行李，就直
奔雨花功德园。因为，那里是
他岳父母的长眠之地。张怀宝
的岳父是烈士，1966年去世，
岳母于 2003年也驾鹤西去。
两人合葬于功德园的红星园。

张怀宝在南京出生，但在

徐州工作了30多年，去年刚
刚退休。女儿女婿在深圳，儿
子也在广州，他便跟老伴去了
深圳。往年，清明前一周左右，
老伴都跟他一起来扫墓，可今
年，老伴要帮着带外孙女，走
不开。老伴觉得很遗憾，她很

想看看父母的墓。而女儿对疼
爱她的外婆也铭记在心。临走
前，老伴和女儿再三叮嘱他，

要帮她们献束花，跟老人说声对
不起。

3月 29日，张怀宝听说功
德园开通了视频扫墓，高兴极
了，他赶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
老伴和女儿。电话那头，两人一
致要求他把老人的墓 “视频一
下”。3月29日上午，张怀宝一
到墓园，就接到了深圳的电话，

“快点开通啊！”红星园离办公
室有三四百米远，工作人员需要
将视频扫墓设备移过去。还没等
设备到位，老伴和女儿就一个接
一个电话过来，催了他好几回。

工作人员将一台绿色的小
推车推到墓前，将摄像头装在推

车上方，又将推车里的网线拖出
来，接到墓地一角的网线转换盒
上。工作人员一声“好了！”，张

怀宝赶紧站在岳父母墓前，他用
手拨了拨墓前的碎树枝，又将前

天献的花瓶摆摆齐。手机又响
了，“看到了！看到了！爸妈墓前
的杉树还在动呢！”老伴在电话
那头大叫起来。“爸，也看到你
了！你在打电话！”女儿也叫起
来。“呶，宝宝，这是老公公老婆
婆的墓。”女儿还指着电脑给小

孩看。
据功德园工作人员介绍，该

园是全国首个开通视频祭扫的
墓园，自从该园 3月 15日开通
视频祭扫以来，已有 10多名家

属视频祭扫了亲人。“深圳、北
京，上海都有，基本都是外地
的。”工作人员称，视频祭扫开
通后，很受欢迎。
��� ��� /O<= >?�

¡+%¢£&¤¥%d¦&

每年到了清明，都会有数
十万的市民赶到南郊扫墓，过
去也是如此。张来顺说，解放
前，老城南尤其门东、门西一带
是居民的集中地，老南京的祖
坟也就分布在中华门外雨花
台、花神庙、安德门、铁心桥等

一带，平时城里的人都不敢来。
只有每到清明前后，这些地方
的大路上才会挤满上坟的人
群，络绎不绝。

大约是在1947年，张来顺
来到花神庙中国公墓，打地基、
做墓、干杂活，一干就是10年。

在当时，这里可以说是南京比
较大的公墓了，有1万多个穴
位，以忠、孝、仪、和、平、仁等命
名，划分了区域。旁边还有很多
私坟，附近一带只要有山坡就
能见到坟茔，有的整座山头都
变成了“坟山”。“哪像现在人

来车往的，你看现在的共青团
路、雨花西路等都成了市区的
大马路，还有那一幢幢楼房，到
处都是居民小区，哪看得出当
年的荒凉啊，这城市发展真
快！”张来顺感慨道。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当

年雨花台、宁南地区的丘陵地
带，暴露在可视范围内的坟墓
约有100多万个。为了适应城
市建设需要，南京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将大量坟墓向南外
迁，1997年到 2004年的七年

间，迁移坟墓120多万个，暴露
在城南边缘视线范围内的坟墓
基本被清空，兴建起一大批城
市公用设施和商品楼盘，坟山
变成了主城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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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殡葬管理处办公室

副主任陶四海介绍说，南京目
前有登记在册的经营性公墓

18家，面积为 2541亩；再加上
各区审批的公益性公墓 183
家，面积为 4208亩，总面积计
6749亩，相当于现在 1/5个秦
淮区的面积。在经营性公墓中，
以雨花台区最多，如普觉寺墓
园、岱山墓园、西天寺墓园、仙

灵墓园、雨花功德园；其次是江
宁区，有4家。

南京公墓的总面积还会扩
大吗？陶四海主任表示：“这个
数字已经被固定了。5年前，南
京市已经停止了各种墓园的建
设审批。”陶四海透露说，南京

市每年因各种原因死亡的总人
数在3万以上，一个墓穴按规
定占地不得超过 1.2平方米，
这还不包括绿化、道路和各种
服务设施的占地。但据记者了
解，很多墓穴占地面积远超这
个数字，如果按照现有采取安

葬方式的比例来看，南京市现
有墓园最多可用15年。

记者昨天从南京多家墓园

获悉，他们确实存在土地吃紧的
困境：南京最大的墓园普觉寺总
面积300亩，从1990年投入使
用，现在已经建了4万多座墓
穴，安葬了8万多具骨灰，已使
用面积达到了250亩（其中包
括道路和湖泊的占用面积），如

今空地已经不多，只剩下50亩
了。还有距市区最近的雨花功德
园，总面积为234亩，现已建了
1万多墓穴，占掉将近1/3的土
地，估计还能售墓10～15年。
“公墓需求本已十分旺盛，

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些因素
都将加速 ‘安息危机’ 的到
来。”雨花功德园办公室主任
陈振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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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公墓用地是国家严

格控制的，日前来南京调研
《殡葬管理条例》修改的国务
院与民政部有关人士强调，要

从严控制公墓的修建，“各级
行政区域内的墓地应当统筹规
划，对位置、数量、规模等方案
应当报批同级人民政府”。条
例修订内容中，还严禁 “炒
墓”，尤其“炒活人墓”，如果
出现类似违法现象，最高可被

罚款50万元。
“在当前土地资源越来越

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呼唤
‘绿色殡葬’。”陶四海分析，现
在已经有不少市民主动选择
“绿色殡葬”了，所谓的“绿色
殡葬”是指“草坪葬、树葬、花坛
葬和江葬”等方式。据介绍，自

1991年南京市大力倡导绿色殡
葬以来，先后有近9000名市民
选择了草坪葬、树葬、江葬等方
式，但这个数字相对于每年3万
多名去世者来说，只占到2％。

他表示，其实绿色殡葬的
花费远比土葬便宜得多，如在

功德园选择一个双墓穴，至少
在 1.5万元，壁葬是 6千元，一
年四季都花开的花坛葬在千元
左右，树葬是999元，江葬费用
最低，仅400元左右。
“南京今后继续规划公墓

用地的可能性很小，市民必须

尽快解放思想。”南京殡葬处
的负责人表示，他们今后还将
努力探索更多的居民可以接受
又能节约土地的殡改方式。此
外，记者还从省民政部门了解
到，从今年起，省内新扩建的公
益性墓地一律实行树葬、花葬、

骨灰堂安放等少占地或不占地
的生态葬法。/O<= ²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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