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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树常青
朱 玲 董 政 班丽红 斯子珏

青海，这个神奇而又古老的土地，是“黄河、

长江、澜沧江”三江源头，是母亲河，是孕育中华

五千年文化的经脉，为了保护这片神奇的土地，也

为了长江黄河源头的水质水土保持绝对的圣洁，祖

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喜欢用树葬的方式，为

自己续写“生命”，西宁金地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为

黄河源头区域植树造林中，设计了一整套树葬生态

林的模式，把草坪葬、树葬、传统墓葬、花葬等生

态葬融合到树葬生态林中，落叶归根，来自泥土，

又必将回归泥土。所以生命续曲就选择了大地，也

选择了泥石和草木间。

树葬生态林，不仅是绿色生态传承者，更是文

化和人的交相辉映，也是人和自然的有机结合，把

冷却、凝固的已经终结的生命体，赋予它再生的力

量，赋予它重新的呼吸.....在这里，人们和曾经深爱

的人再次相遇，互诉衷肠，重温旧梦，消弭思念之

苦。这就是树葬生态林的魅力，这也是黄河源头保

护生态最古老的习俗，也是千年以来的生命绝唱。

移风易俗转观念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口持续增加，人口老龄化

问题加剧，可利用土地资源有限，环境污染严重，
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这一观念体现在殡葬问
题上就是生态墓园的设计和建设。生态墓园是以生
态殡葬方式为主导，不造成任何污染，可循环使
用，并能创造生态价值的墓园。我国现阶段以经营
性墓园为主，修建了大量的水泥、石料墓，占地面
积大，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务，而且水泥、石料
难以风化和分解，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大型的石碑
和少量的墓地千篇一律，不利于破除迷信、移风易
俗。生态墓园研究意义重大，有利于帮助人们形成
正确的殡葬观，解决中国殡葬用地的矛盾，保护自
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调查得知大多数
人希望墓园不仅仅是祭拜场所，还可以在墓园感受
文化，感受自然。虽然传统墓葬仍然是当前殡葬方
式的主流，但随着土地不足，新增传统墓葬在逐渐
减少，树葬、草坪葬的发展前景较好，但是生态葬
式的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该企业把殡葬方式分为传
统墓葬和草坪葬、树葬、花葬、海葬、骨灰墙、骨
灰塔等几种形式。其中，树葬生态林模式是以生态
文化园林建设为基础，对生态墓园的规划设计进行
了立体构思，提出树葬生态林建设的重点是景观建
设、生态建设和文化建设。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
步推进，土地越来越紧缺，以往的墓园已经不能适
应现代发展，文明丧葬已蔚然成风，人们对树葬生
态林的要求和认识有了提高。

续写生命新篇章
殡葬，是一个地方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制

约规范着人的行为。现代墓园的出现，较好的解决
了乱埋乱葬这种有碍观瞻的行为。另外，现代墓园
的环境优雅、庄严祥和，使祭扫者得到熏陶，心灵
得以净化。

墓园，是人文景观，一草一木、一亭一碑无不
体现着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审美情趣。随着时光的
流逝，墓地早已失去了最初的功能，像法国的拉雪
兹神父墓园、俄罗斯新圣女公墓等都以优美的自然
环境、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中国
的现代墓园起步晚，时间短，完全可以用现代的眼
光把墓园纳入城市规划中，努力增加墓园的文化、
艺术品位，努力营造墓地的可亲性，使其成为可供
人游览的融自然与人文一体的纪念公园。

英国的墓地在英国常常被称为宁静的历史。整
个英国目前约有 2000 万个墓地，其中 800 万个位于

英格兰地区，这些常年静悄悄地坐落在城市不同角
落的亡者安息地不仅为生者提供了悼念追思的场
地，也让路人了解了许多英国人过去的故事。秉承
基督教的传统，英国人喜欢将墓地修建在离自己生
活区域不远的地方，可以是身边教堂的后院，也可
以是临近住所的街心花园里。无论走在英国哪一座
城市，都能看到市中心很多公园绿地里有着大大小
小的墓碑，这里通常安葬的都是曾在当地生活过的
居民。墓地是古代文化的依存，是人类历史的见
证。无论是山间的孤冢，还是城市郊野的墓群，都
不仅是生命终止时的最后定格，也是记录墓主生活
时代若干信息的宝库。一代代墓地的积累，给人留
下了无数的遐想和记忆，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由于战乱和时代的变迁，记录人类活动的很多资料
已湮灭无闻，给后人研究造成很大不便，幸亏有了
古人有意无意留下的墓葬遗产，才使我们能够完整
地考察、解读文明时代人的思想、生活、生产和习
俗等。几十年、几百年后，现代墓园也将成为历史
的遗迹。我们的子孙后代若要研究现代人的生活方
式、价值取向或习俗演变，很可能借助墓地这一实
物形态。

就绝大多数的人而言，不管是英雄人物，还是
普通老百姓，一生都或多或少地都为社会留下了精
神、物质财富。墓地是他们人生的归属，也是纪念
他们的形式。无论是徜徉在巍峨壮观的大禹陵、黄
帝陵，庄严肃穆的陵园，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墓
园，我们都能感到生命的短暂，心灵受到震撼，思
想得以升华。每一个地方都有值得纪念、缅怀的名
人和普通人，如果把其墓做好，通过墓碑来体现他
们的贡献和价值，昭示激励后人更加珍惜生命，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增强使命感和为后代留下财富
的荣誉感、责任感。

当然，树葬生态林的功能能否真正发挥出来，
关键在于经营者能否高屋建瓴，站在历史的高度，
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它作为现代城市是的组成部
分来管理、建设，把其作为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来对
待，才能体现出现代树葬生态林历史与现实价值，
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营造绿化生态林
西宁市民政局根据民政部和省民政厅要求，由

西宁市民政局主管，西宁金地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投
资运营，在西宁市城北区廿十铺镇小寨村北山筹建
一座综合福利性树葬生态林。树葬生态林公益区为
西宁市五保对象和“三无人员”提供免费服务，为
城市低保对象，优抚对象、贫困残疾人提供成本价
福利服务。改造区为小寨村及海湖大道以西提供坟
墓迁移、改造提供服务。同时，本着节地和绿化荒
山荒坡的目的，树葬生态公墓除修建必要的墓区道
路和办公用房外，充分考虑困难群众的丧葬负担，
严格控制墓穴修建规模，以树葬，花葬为主，每亩
拟 500 棵以上，完全达到国家绿化标准。树葬生态
林是解决困难群众丧葬负担的需要， 2013 年初，
民政部出台《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
见》，要求各地“大力推行惠民殡葬政策，逐步建
立以重点救助对象基本殡葬服务减免为基础，其他
多种形式殡葬补充，基本殡葬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
殡葬救助保障制度”。2013 年上半年民政部就加快
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步伐提出了明确要求。省民政

厅为落实民政部指导意见和会议精神，在“十二
五”期间全面建立困难群众殡葬救助制度。西宁市
现有城市低保对象、五保对象、优抚对象、贫困残
疾人和“三无人员”十万余人。由于西宁市尚无针
对困难群众的福利公墓，困难群众丧葬负担过重的
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导致骨灰乱葬乱埋的现象随处
可见。建设树葬生态林是落实民政部殡葬会议精
神，切实解决西宁困难群众丧葬负担的迫切需要。

西宁树葬生态林是当前治理乱葬乱埋的需要。
西宁市政府为有效治理公路沿线、工业开发区、城
市规划区、旅游开发区及南北两山乱买乱葬问题，
2006 年在西宁市民政局设立殡葬管理处。殡葬管理
处成立以来，平整乱葬乱埋坟头 2040座，但由于丧
户乱埋乱葬改造拆迁的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
解决，边拆边建和拆后重建现象突出，返建率达70%
以上。西宁市城北区廿十里铺镇小寨村西山更是乱
葬乱埋的“重灾区”，目前乱葬乱埋坟头近千余座，
如不及时有效管理，日后改造成本巨大，难以有效
规划利用，并会影响三江源头。开发建设西宁树葬
生态林，能从根本上解决乱埋乱葬坟墓拆迁改造用
地问题。西宁金地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树葬生
态林，坐落在西宁市城北区廿十里铺镇小寨村西
山。土地用途以园艺、园林、荒山绿化开发，草原
建设，蔬菜种植，养殖，工业等综合使用为主；建
设综合福利性树葬生态林，也是促进荒山荒坡改造
绿化的重大举措，是一项切合民意的民心工程。

保护源头母亲河
近些年，由于经济上的富裕以及风水观的兴起

使得人们对殡葬的形式、规模有了新的观念和要
求，大量豪华型的墓地建设影响了黄河源头的水土
保持，大理石、汉白玉、水泥、黄岗岩、瓷砖等材
料堆砌而成的墓穴，不仅占用了大量宝贵土地资
源，也影响了生态环境，还造成了群众之间相互攀
比，墓地和林地争土地，墓地和耕地争土地。乱
葬、乱挖、乱建已严重影响了三江源头的生态安全。

西宁市城北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把西宁金地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树葬生态林”模式作为西宁市
城北区北陵重点改革建设树葬生态林区，进一步杜
绝农村乱埋乱葬现象，能有效倡导文明办丧，破除
封建迷信思想，发挥文明消费、绿化观赏、教育纪
念和生态保护等功能相结合。也为保护黄河源头的
生态环境起到示范作用，进一步处理好保护与发
展、当前与长远、政府与社会等关系，确保生态文
明建设扎实有效向前推进。树葬生态林工程有效达
到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充分把握自然规律和科
学规律，有针对性解决好殡葬突出问题，有效推进
保护黄河源头工作，努力恢复黄河源头的生态功能。

西宁北山金地林。 李秀婷摄

西宁城北金地林。李秀婷摄

西宁城北金地林风光。斯子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