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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硬化墓占地约5平方米
一块地少则好几个多则几十个坟头

记者在亳州部分农村走访看到，有的一块麦田内

有两三个住宅式墓地，风格各异。有的是复古风格，

4个石狮雄踞两列，四周大理石围栏环绕，围栏上雕

有荷花、祥云等图案，墓身上方8个龙头呈对称分

布，分为4层，顶部双龙戏珠，十分夺目。

还有的是现代风格，明晃晃的不锈钢做墓地护

栏，四周缠绕黄色、白色等各色绢花，红色的琉璃瓦

护顶，厚厚的四方体水泥底座，透明玻璃箱内盛放苹

果等贡品，2个花盆左右对称陈列。

除这些风格特征突出、立于麦田内的住宅式墓

地，还有更常见的配有超标墓碑的普通硬化墓。行驶

在亳州小路或是宁洛高速公路上，可以看到路两旁农

田内的大理石墓碑硬化墓。这些墓碑高度普遍在1.5

米以上，有的坟墓周边环绕着红砖砌成的矮墙。记者

目测估计，有些硬化墓占地约有5平方米。

“住宅式大墓的成本从一两万元到四五万元不

等，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皖北地区一些村民告诉

记者，根据当地农村风俗，谁家老人去世后的墓修得

好，就显得谁家孩子更孝顺，在村里的口碑会更好。

现在农民经济条件好了，家里老人去世后，为表达对

老人的孝顺，有些农户选择修建住宅式墓地、硬化

大墓。

“一块地少则好几个，多则几十个坟头。”一名村

干部告诉记者，虽然当地已经清理了硬化墓，但是到

地里随便走走，到处都能看到坟头，这些土坟同样影

响农业生产，不论是搞大棚种植经济作物，还是大型

农机作业都受影响。

记者查阅相关规定，不少坟墓占地面积、墓碑高

度均明显超标。2016年，安徽省九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实施意见》规定，安葬骨

灰的单人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0.5平方米，双人合葬

墓、家庭成员合葬墓等葬式的占地面积不得超过0.8

平方米；采用立式碑的，墓碑高不得超过0.6米。

管“烧”不管“埋”
很多村想建公墓建不了

2019年，民政部联合11个部门开展违法违规私

建住宅式墓地等突出问题专项摸排和整治。蒙城县民

政局副局长母兆宇告诉记者，当地曾根据要求开展过

整治，拆除了80多个硬化大墓。

地方民政干部反映，专项整治治标难治本，关键

在于农村公益性墓地缺乏问题未能妥善解决。蒙城县

殡葬管理所所长代波等人反映，当地多数农村没有公

益性墓地，农民丧葬只能埋在基本农田里。随着农村

生活条件改善，很多田地里的土坟逐渐加码为硬化

墓、硬化大墓、住宅式墓地，占用了耕地资源。

基层干部反映，县一级政府对乡镇多考核火化

率，确保农村去世人口全部火化，但火化后缺少公益

性墓地下葬的问题，多年来迟迟未得到系统解决。

“很多村都想建公墓，但都不敢建。”代波说，近

年来找他申请建公益性墓地的村干部有很多，但因为

缺乏用地指标，都不了了之。

蒙城县王集乡庞沟村村干部葛贤才说，只有先建

好公墓，村里的新增去世人口才能不再葬在基本农田

里，而且还可以说服村民将旧坟迁移到公墓。村里早

在2019年就提交了建设公墓的申请，但至今仍然没

有进展。

蒙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墓建设属于限制类项目，不能占用耕地，基本没有

土地指标可供使用。皖北是平原地区，出了家门口就

是农田，普遍缺乏林地、山地，尤其是近年来当地开

展复垦、空心村整治等工作，不少河滩荒地、村内废

弃宅基地也转为可耕地，可用于建设公墓的土地少之

又少。同时，要把可耕地改变为建设用地性质的审批

要求很高，耕地很难通过审批改为用于公墓的建设

用地。

堵不如疏
杜绝增量，严控存量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时，提出推进农村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基层干部反

映，殡葬改革出发点是移风易俗、节约土地，但如果

地方有关部门管“烧”不管“葬”，村里没有配套建

设公墓，农民还会自行在农田里建坟墓。

针对公墓、田间墓之间的用地差别，地方民政部

门算了一笔账：在公益性墓地，一座夫妇合葬墓穴占

地不超过0.8平方米，一亩地可建200座合葬墓穴，

能埋400个骨灰盒。如果是农户自行在田间修的土

坟，一座夫妇合葬墓穴占地面积一般在5平方米至8

平方米。后者占用的耕地资源是前者的6倍以上。如

果是硬化大墓、住宅式墓地，占用的耕地面积更大。

基层干部认为，堵不如疏，相关部门要考虑到平

原地区耕地占比高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给公墓建

设科学合理分配用地指标，对农村公益性殡葬设施建

设进行系统性安排。

基层干部建议，针对住宅式墓地问题，要有序推

进农村公益性墓地审批建设，一方面引导农村新增去

世人口丧葬进公墓，杜绝增量；另一方面在尊重逝者

亲属意见的情况下，稳妥有序将田间旧坟逐步迁移到

公墓，严控存量，从根源上解决住宅式墓地占用耕地

的问题。此外，要进一步在群众中提倡厚养薄葬，防

止私建豪华墓之风蔓延。

麦田“长”出豪华墓，为哪般？

新华社新华社 程士华程士华 何曦悦何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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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中院副院长陈薇认为，个人债务清理机制最

接近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对债务人来说，可以摆脱过度

负债的困境，重新规划工作与生活；对法院来说，有助

于理清被执行人的债务与财产情况，破解执行难，进一

步畅通“执行不能”案件的退出渠道。

探索个人债务处置多种路径

近年来，台州法院积极探索多领域个人债务处置

新路径。全市法院当前受理的个人债务清理案件类型

丰富，既有商业性债务清理，也有消费性债务清理，还

有针对债务人死亡后，债权人处理债务时遇到无交涉

对手、无诉讼对象、无法处置财产的“三无”情况而创新

的遗产债务清理程序。

债务人邱某斌因交通事故去世后，留下161万余

元的债务。债权人向天台法院提起诉讼，邱某斌的继

承人即父母、妻子及子女被列为被执行人。遗产不足

以清偿债务，继承人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并申请对邱

某斌遗产债务进行清理。管理人就双方争议的遗产范

围予以明确，并实施变价处置，所得遗产价值317627.2

元，同时对17名债权人申请的债权予以确认。在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上，全体债权人就财产分配方案及管理

人报酬等事项进行表决，并获全票通过，本案最终的清

偿比例为15.68%，执行案件全部终结，债权人获得公

平清偿。邱某斌的父母、妻子和子女也回归正常生活。

这是国内首例遗产债务清理案件，在现在法律框

架下，为此类债务纠纷提供了处理路径。由管理人独

立进行遗产财产调查，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既保护债

权人的利益，也维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陈薇介绍，目前，台州法院在5起案件中指定管理

人负责遗产债务清理，不仅解决了债权人处理债务的

困境和继承人在放弃继承后被拖入诉讼的情况，也使

此类债务无需进入诉讼、执行程序而得到解决，在推进

诉源治理中发挥了作用。

推动个人破产地方立法

个人破产制度要落地实施，一个良好的预期就是

令真正诚实、善意的债务人破产，让拒不履行义务的

继续受到法律制裁。而债务人的诚信是制度运行的

前提。

某国企职工洪某因不良生活消费习惯等原因陷入

债务困境，债权人曾两次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和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黄岩法院申请对其进行个人债

务清理。但管理人调查发现，洪某针对管理人的财产

调查未能如实披露负债状况，存在不诚信行为。最

终法院裁定终结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并恢复强制执

行措施。

台州法院在试点办理案件中，通过义务宣誓、设置

行为考察期等方式约束债务人行为，强化管理人的财

产调查，对于有失信行为及不配合债务清理行为的，均

终结清理程序，交回执行部门恢复强制执行措施。钱

为民也坦言，目前个人债务清理缺乏信用约束机制，事

后监管存在难题。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终结后，债务人

在四到六年的诚信考验期内相应行为应受到约束和监

督，但如何监督、由谁监督以及违反禁令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等仍需深入探索。

据悉，台州法院在所审结的案件中，债务人存在失

信及不配合债务清理行为的有46件，约占总审结数的

39%，均恢复强制执行程序。

当前，个人破产虽尚未正式立法，但业内人士多认

为已“箭在弦上”。台州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庆表示，

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既给债务人免除

债务的机会，保证其基本生存所需，恢复经济上更旺盛

的活力，又要严防恶意逃废债，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及

社会利益。台州法院将继续先试先行，为推动个人破

产地方立法贡献力量。

台州中院发布全国首个个人债务清理审判报告

18名诚信债务人免除余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