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程扬 电话:5325920 5325924

国 内

又到一年清明时。随着近年来国家
持续推进殡葬改革、深化移风易俗，骨灰
撒海、网上祭祀等新型殡葬方式为越来
越多人所熟悉。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人
在抱怨天价墓地难以承受的同时，与“入
土为安”传统观念接近的树葬、花葬、草
坪葬等节地生态葬，墓地价格低廉却依
然难获人们的认同，这究竟是何原因呢？

生态墓区来者寥寥

“太贵了！太贵了！”站在辽宁省沈
阳市皇姑区一处墓地售卖点前，54岁
的沈阳市民袁女士面露难色，一旁的爱
人不断地对她说：“实在不行别在沈阳
买，去周边的铁岭看看吧。”

与袁女士一样，广西南宁市民梁先生
近来寻访多个公墓销售点，了解的价格也
让他难以接受。“现在南宁房价大约1.4万/
平方米，墓地都超过4万/平方米了。”

不修墓穴，不建石碑，将逝者骨灰
葬于绿树红花之下。相比传统墓穴，以
树葬、草坪葬等为代表的生态葬法不仅
节地环保，且售价低廉，但在许多地方
生态葬墓区卖得并不太好。

清明节前，记者在辽宁、广西、上海
等地一些公墓看到，许多墓园里都多了
一片生态葬区。但是与传统白色公墓区
域祭祀者、前来参观选购者络绎不绝相
比，生态墓区显得颇为冷清。

在鞍山市弘莲墓园树葬区域，成片
的油松、云杉、银杏等在微风下摇曳，树
木间飘荡的轻音乐让园区毫无压抑感。

“埋葬一个人，种下一棵树。”弘莲墓园

负责人葛继红说，从事树葬20多年来，
弘莲墓园已栽种树木7万多棵，绿化荒
山300余亩，“一路艰难前行，至今墓园
已埋葬骨灰6000多份。”

而一些近几年才推广生态葬法的
墓园则没有这么幸运。在甘肃兰州城郊
一座公墓，尽管每份树葬的价格只有
4000至8000元，比一旁的传统墓穴低
了三分之二还多，但推出两年来只卖出
了不到100份，还不到树葬区域的5%。
公墓负责人洪先生无奈地说：“没办法，
现在老百姓还不认这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社会事务处
副处长伍用文介绍，当前广西已有12个
县市开展节地生态安葬，2020年以骨灰
撒海、花坛葬等方式，安葬骨灰2457份，
比2019年增长了15%。但显然这样的数
字与传统葬法相比，还是相当不成比例。

传统葬法仍占主导

“当前，我国生态葬发展在区域间
的差别很大。”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卢军说，东部沿海地区受土地资
源紧张、传统墓穴售价太高，而政府对
生态葬法补贴力度较大、百姓思想观念
较先进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生态葬推
行程度尚可。但在中西部地区，推行效
果仍不是很理想。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许多地方都要
求每个墓园必须配备生态葬区，一些公
墓从行业发展趋势考虑，也由传统墓穴
向节地生态葬法转型。以辽宁鞍山市为
例，目前生态葬面积占墓园总面积10%

左右，“十四五”规划末期，这一比例将达
30%以上；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生
态葬面积已占到公墓面积的20%以上。

“与国家、企业推行生态葬的强烈
意愿相比，市场需求却有些跟不上。当
前，传统葬法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仍难撼
动，”卢军说。

“人们很重视入土为安，现在接受
生态葬的人相对较少，普通家庭仍偏向
传统墓葬。”广西登朝岭生态墓园卢经
理认为，部分人仍存有“厚葬”观念，认
为通过传统墓碑祭祀，才能寄托哀思，
体现孝道。南宁市民覃先生就说，他还
是倾向传统墓葬，这不仅是一种仪式，
也是精神寄托。“当我想祭拜的时候，总
得能找到一个祭拜的地方吧。”

此外，一些殡葬商家赚取暴利的经
营模式，也在固化人们的传统殡葬观。

“比如有的公墓雇请花圈店、风水先生
等帮助推销，这些人为了提取高额回
扣，自然会推荐高价墓地。而丧户既然
多花了钱，也偏向于见到更多实物。”一
位生态树葬从业者说。

葛继红介绍，直至今日，殡葬行业
暗箱操作，殡仪师鱼龙混杂，有的甚至
宣扬封建迷信的现象还未消除，这仍在
助推百姓盲目消费，进而使得传统殡葬
大操大办的风气迟迟难以消除。

行业改革与移风易俗并重

业内人士认为，殡葬破千年旧俗、
树一代新风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行业改
革与移风易俗并重。

针对一些地方在豪华殡葬上的攀
比倾向，葛继红认为，相关部门可出台
更多刚性规范约束。比如可规定新建公
墓不允许建设永久性建筑，不允许建造
钢筋、混凝土的人造景观，必须配备一
定比例的节地、生态葬区等。“此外，国
家在审批新公墓时，指标更多向环保
型、绿色型墓园倾斜，尽量减少新建白
色公墓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

同时，管好殡仪师这一关键群体也
很重要。辽宁省殡葬协会相关负责人认
为，作为直接跟丧户接触的一线从业者，
殡仪师对百姓观念的影响不容小视。“目
前，多数地方的殡仪师群体普遍存在人
员流动性大、无正规培训、素质不高等问
题，他们在服务中的种种乱象，直接影响
着国家倡导的阳光、绿色殡葬。”这位负
责人说，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从完
善落实法规和制定行业标准入手，建立
从业人员档案库，提高准入门槛，督促
殡仪师等殡葬服务人员加强自律。

此外，加强市场端创新和优质产品
供给同样重要。卢军认为，殡葬简办并不
等于简陋，一方面，生态墓地可以建设成
为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的艺术载体，以庄
严肃穆而不失典雅温馨的环境，让逝者
家属感受到生命回归自然。另一方面，公
墓要加大符合人们文化品位和精神需求
产品的供给，节地生态葬法尤其要在庄
严感和仪式感上有更高标准，体现对逝
者的尊重。“如果该实行的政策和服务都
到位，那么生态葬肯定会叫好又叫座。”

新华社记者 王炳坤 白涌泉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节地生态葬如何“叫好又叫座”？
需行业改革与移风易俗并重

4 月 1 日，在合肥市明光路街道非
遗工作室，安徽省葫芦烙画省级传承人
郑小良在制作以“南湖红船”为主题的
烙画。

为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
程，合肥市明光路街道非遗工作室的非
遗传承人用烙画、核雕、铁字、木版水
印等非遗技艺创作一批作品重温百年
党史。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百年党史
非遗描绘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精神，大力弘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生动讲好百万生态护林员保
护生态、脱贫增收的感人故事和奉献
精神，中央宣传部、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近日发
布了“最美生态护林员”的先进事迹。

王明海、朱生玉、多贡、孙绍兵、
陈刚、陈力之、麦麦提·麦提图隼、汪
咏生、李玉花、吴树养、岳定国、庞金
龙、陶久林、贾尼玛、高玉忠、海明贵、
黄永健、蓝先华、曾玉梅、谭周林等获
评“最美生态护林员”的20名同志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先进典

型，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
仰者、忠实践行者和不懈奋斗者。他
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长期坚守在护
林护草护沙工作一线，以山为家、以
林为伴，吃苦耐劳、忠诚履职，献身祖
国生态保护事业；他们在脱贫攻坚一
线扛重活、打硬仗，在平凡的岗位上
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走出了一条生
态补偿扶贫的新路子，实现了生态保
护和脱贫增收双赢。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人
物访谈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他
们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
央宣传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同志为
他们颁发了“最美生态护林员”证书。

实现生态保护和脱贫增收双赢

“最美生态护林员”先进事迹发布

新华社武汉 4 月 1 日电（记者
熊丰 卢佳）为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
能作用，切实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公安部 1 日组织长江上、
中、下游省市公安机关与长江航运公
安局、海关缉私局在武汉签署警务合
作协议，标志着“一线带三圈”的长江
警务一体化格局正式形成。

“一线带三圈”的长江警务一体
化格局，即在公安部统一领导下，围
绕长江这一条主线，负责长江干线公
安工作的长江航运公安局会同海关
缉私部门，联合上游的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四地和中游的江西、湖北、湖
南三地以及下游的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四地，分别建立三个警务合作
区，并由长江航运公安局作为牵线纽
带，将三个合作圈拧成一股绳，进一
步加强区域警务信息共享和资源优
化配置，着力提升沿江公安机关的合
成作战能力。

近年来，沿江各地及长航公安机
关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向非法捕捞、
非法采砂、非法排污等涉江突出犯罪
活动发起凌厉攻势。2020年 6月下
旬以来，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
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
动，截至目前已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
件545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24人、
打掉非法捕捞犯罪团伙427个。

沿江公安机关签署协议

长江警务一体化格局正式形成

新华社合肥 4 月 1 日电（记者
汪奥娜）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
发布公告称，从2021年4月1日起，针
对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个体工商
户在内的全省企业，注册登记办事系
统将统一切换使用经营范围规范条
目进行登记，不再允许手工录入。对
于线上线下提交申请材料不使用经
营范围规范条目用语表述的，将不再
受理。

公告明确，从2021年4月1日起，
新设立企业使用规范条目用语办理
经营范围登记，存量企业在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时，使用规范条目用语
办理，并对原登记经营事项进行规范
调整。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对《经营范围登记规范表述目
录（试行）》中没有规范条目对应的新
业态、新行业，规范目录未纳入或现
有规范表述不完善的经营活动项目，
申请人可参照政策文件、行业习惯或
者专业文献等向登记机关提出建议，
登记机关汇总后提请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统一增加、修改相关规范条
目及更新目录。

安徽企业经营范围
实行规范化条目登记

新华社合肥 4 月 1 日电 （记者
胡锐）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公布了
2021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其中合肥市市区住宅用地计划供应
660公顷，满足居民刚需和改善型住
房需求，稳定市场预期。

据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普通商品住
房有效供应，增加租赁住房用地供
应规模，2021年度合肥市市区住宅
用地计划供应660公顷，其中商品住
房用地 373.3 公顷，拆迁安置用地

226.7公顷，租赁住房用地60公顷。
据悉，2021年度合肥市以加快

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主线，以推
进土地要素供给侧改革为目标，
充分发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适当
增加热点区域和城市新区住宅用
地供应量，切实做好住宅用地分
类调控，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形
成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局面。

合肥增加住宅用地供应
稳定市场预期

清明节临近，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景区内漫山遍野的山
花竞相绽放，与蜿蜒的长城相映成景，美不胜收。 新华社发

从近期陆续披露的上市银行年报
来看，消费信贷业务近来异军突起，
服务百姓的同时，成为银行业务新的
增长点。然而，在某些领域肆意丛生
的消费信贷也引发了强力监管。在规
范发展的前提下，消费信贷业务有望
放量增长。

消费信贷业务受银行青睐

悄然之间，个人金融业务目前已
经成为银行业务增长重要驱动力。
以中国银行为例，“2020年个人金融
业务已经跃升为中行第一大收入贡
献板块，个人金融业务的利润增速
达到 22%。”中国银行副行长郑国雨
介绍说。

其中，消费信贷业务尤其受到银
行热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促进消
费扩大内需是现阶段的政策导向；另
一方面，也是由消费信贷自身的特点
所决定。

具体来看，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具
有对象广泛、风险分散的特点，且个
人消费贷款业务的利差水平较高。在
对企业贷款利差收窄的背景下，消费
贷款业务的相对高利差成为吸引银行
目光的重要因素。

随着银行把战略重心更多转向个
人金融业务，消费信贷成为转型过程
中的重要突破口。近期发布的《中国

银行家调查报告（2020）》显示，在
2020年个人金融业务发展中，超七成
银行家认为个人消费贷款业务是首要
重点，较2019年比例提升近一成。

从各银行2020年度业绩发布会上
看，消费信贷也可谓高频词汇。多家
银行都用“大力发展”“加快发展”

“升级提速”等词汇形容本行2020年
消费信贷的发展情况。

“2020 年，建行信用卡贷款新增
845 亿元，个人消费贷款新增 750 亿
元。”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靳彦民表
示，2021年建行将把握扩大内需和消
费升级的机遇，继续推动信用卡和个
人消费贷款的持续发展。

农业银行表示，2021年将加大对
新型消费领域居民个人信贷的投放。
中行则将消费金融列为“十四五”时
期重点发展领域之一。中国银行党委
副书记刘金表示，中行将促进消费金
融发展，落实扩大内需战略，顺应居
民消费升级趋势。

消费信贷发展空间广阔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
从金融支持消费来看，发展消费信
贷是其中重要一环，有助于提升居
民消费能力。

交通银行行长刘珺表示，构建新
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成为战略基点，
未来民生消费领域需求将持续释放，
为发展普惠金融、消费金融带来良好
机遇。

消费信贷的蓬勃发展，还有一个
新的背景。房地产贷款长期以来被银
行视为“香饽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然而，在“房住不炒”和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
房地产融资趋紧，去年房地产贷款增
速8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特
别是2020年末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制度的出台，更是全面拧紧了房地产
融资的“闸门”。

面对这一变化，商业银行迫切需
要优化信贷结构，寻求新的业务增长
点。消费信贷顺应全面促进消费的政
策导向，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中国银行研究院发布的报告预
计，“十四五”时期商业银行住户消费
贷款增速将保持在 12%至 14%的稳定
区间。商业银行会以公共消费、汽车
住房消费、城乡消费、服务消费等金
融服务抓住潜在零售客户，继续减费
让利，降低个人消费贷款利率、延长
还款期限、创新个人消费金融产品。

监管完善促消费信贷规范发展

近年来，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公司

的积极合作使得消费贷款渗透率大幅
提升，在扩大消费信贷覆盖面和便利
度的同时，也衍生出新的风险。“互联
网平台提高了金融产品的‘可获得
性’，却往往忽视‘可负担性’，金融
风险随之累积。”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
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说。

专家认为，部分互联网平台向一
些资信脆弱人群灌输“超前消费”“过
度消费”等观念，过分追踪与收集用
户“数字足迹”，给消费信贷的健康发
展带来阴霾。同时，也存在部分消费
贷款被挪用，违规流入楼市、股市，
推升相关资产价格的现象。

为规范发展消费信贷，整治市场
乱象，相关监管政策正在加快推出。
近期，网络小额贷款管理办法、互联
网存款新规、禁止小贷公司向大学生
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一系列监管
举措陆续出台，剑指市场乱象，为消
费信贷规范发展保驾护航。与此同
时，各地监管部门也出手严查消费贷
流向，确保贷款不被挪用。

专家认为，随着监管趋于完善，
银行加快产品创新和投入，打造高效
便捷的消费贷款产品体系，消费信贷
有望在规范发展的前提下迎来发展机
遇期，助力形成更大规模、更高质量
的内需市场。

新华社记者 姚均芳 李延霞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银行发力消费贷，强监管下走向何方？
规范发展下有望放量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