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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位于生态脆弱地带，其少数民族文化传

统与生态保护深度交织，节地生态安葬推广兼具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

文化传承双重维度。近年来，云南省勐海县积极推进生态安葬工作试

点，主动探索符合当地特征的生态安葬发展路径，实现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移风易俗等多重效应，为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推广

节地生态安葬提供了有益路径。 

  依托文化传统，发掘殡葬文化优秀基因。文化属性是殡葬活动的

基本属性。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传统殡葬文化在边疆少数

民族社会演进中始终维系着集体记忆的精神图谱。在勐海县，“竜山”

文化深刻影响着传统殡葬习俗。当地拉祜族、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

族遵循“深埋不立碑、土地循环利用”的传统，将遗体或骨灰在“竜

山”进行深埋或掩埋，这样的殡葬习俗蕴含着“魂归自然”的生态哲

学，与生态安葬理念相契合。勐海县基于这一情况，在摸排、造册、

备案基础上划定多个少数民族生态安葬区，对传统生态安葬习俗进行

了专门保护。结合村情社情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将民间

传统生态葬式葬法与现代节地安葬融合固化，防止传统生态安葬墓地

后期出现建坟立碑、烧香祭祀等情况。勐海县充分尊重、发扬优秀殡

葬文化传统，将民族文化元素巧妙融入现代安葬方式，既守护了绿水

青山，又避免了“一刀切”式的文化割裂，展现出民族地区殡葬治理

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加强设施建设，提供坚实硬件保障。节地生态安葬属于现代新兴

安葬方式，其推广需要以生态安葬园、骨灰堂等安葬设施建设为基础。

近年来，勐海县大力完善县、乡镇（街道）、村（社区）、村民小组四

级生态安葬设施，实现火葬区覆盖率、火化率、殡仪馆县级行政区域

覆盖率、农村公益性公墓乡镇覆盖率等多个指标大幅提升。我国民族

地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具有地广人稀的特征，集中式殡葬设施难以对

全域人口提供有效便捷的服务，亟需构建分层分级的设施体系。各民

族地区应当综合考量地理特点和人口分布，合理规划，以“少占地、

少硬化、绿化好”的要求，推进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这样既能减

轻群众负担，保障基本安葬需求，又有利于移风易俗，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 

  立足公益属性，推进惠民殡葬建设。殡葬是民生大事，关系千家

万户切身利益，增强公益性是当前殡葬改革的重要目标。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群众收入较低。在传统殡仪观念引导下，殡葬

极易加重居民经济负担，不利于形成“厚养薄葬”的良好风尚。勐海

县通过为各类生态葬式设立专项补助，提升节地生态安葬惠民程度，

切实减轻居民治丧经济负担。同时，将生态安葬奖补申报材料由火化

证、公墓安葬证“两证”简化为县级生态安葬证明“一证”，提升节

地生态安葬便民程度，实现“身后事”办理减材料、减时间、提效能。

民族地区推广节地生态安葬，应当在合理评估当地财政情况的基础上，

着力提升节地生态安葬便民惠民水平，在移风易俗、保护环境的同时



减轻居民负担。 

创新基层治理，提升殡葬治理成效。民族地区具有多民族交错共

居的特点，域内居民文化差异大、利益诉求多。勐海县坚持问题导向，

创新构建全民参与的治理格局。依托“党建+文明实践”推行基层“帮

办代办”服务，通过入户走访、志愿服务的形式宣传生态殡葬、提倡

移风易俗，构建起有温度的治理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引

导民族学会、老年文体协会、红白理事会、乡贤能人等社会力量参与

节地生态安葬推广，形成全社会共同发力的良好局面。应对复杂的治

理环境，民族地区节地生态安葬推广需要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充分发

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推进构建厚养薄葬、文明礼葬、低碳祭扫的现代

安葬新局面。 

  （本文来源：《中国民政》杂志 3 月下刊，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