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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清明节祭扫工作部署和服务保障；市政府将城乡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纳入民生实事；市民政局印发《殡葬便民利民惠民十项措

施》；依托“渝快办”平台全面开展“公民身后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组织开展多期殡葬业务专题培训……

殡葬是民生大事实事，与每个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过去一年，我市不断彰显殡葬工作在基本民生服务保障中的关键作用，坚定

推行火葬、改革土葬、推行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目标，坚持倡新风与除陋习并重，大力推进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提升殡葬服务管理质量和水平，全面构建高质量便民利民惠民殡葬服务体系，持续促进全市殡葬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实

现“逝有所安”，为基本民生事业写下了更温暖的注脚。

当经历亲人离世后，有的人会长时间无
法从悲伤中走出来，进而对身体健康、心理健
康以及生活和工作产生一系列影响。据统
计，每年全国死亡人口大约 890 万人，有约
10%的逝者家属会出现延长哀伤障碍及心理
疾病。哀伤抚慰则是为缓解丧亲者出现的急
性哀伤和创伤性哀伤，运用社会工作和心理
学等知识与方法，提供的心理辅导服务。

去年 7月，我市首个哀伤抚慰服务地方
标准——《殡葬服务机构哀伤抚慰服务规范》
正式获批发布，成为全国范围内首次发布的
哀伤抚慰服务地方标准。该标准对开展哀伤

抚慰服务的人员能力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
程、服务质量和效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
适用于重庆市各殡葬单位开展哀伤抚慰服务
及管理，将进一步提升我市殡葬服务质量。

实现“逝有所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
期盼，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
断的新起点。近年来，全市围绕推动殡葬改
革与完善殡葬服务供给相结合，不断推进惠
民殡葬发展，让殡葬领域服务更优化、措施更
精准、保障更有力。

把殡葬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我市开通
市级统一的殡葬服务热线电话“重庆96000

殡葬服务热线”，为群众治丧提供24小时在
线全市殡葬业务信息查询服务、接运遗体等
殡葬业务办理、悲伤抚慰、投诉受理等服务，
并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去年 6月 1日起，
96000殡葬服务热线首次遗体运输费减免政
策实施范围实现全市所有区县全覆盖，全年
共受理来电2万余单，为1.47万名群众减免
费用280余万元。

在扩大惠民殡葬政策覆盖面，提高殡葬
满意度方面。全市大力落实困难群众基本丧
葬服务费减免和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等惠民殡
葬政策，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生活困
难的重点优抚对象等死亡后实行火葬的，其
遗体接运、存放、火化和骨灰盒等基本殡葬服
务项目费用在1500元内据实免除。鼓励引
导更多群众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每位补
贴对象可享受节地生态安葬补贴3000元，共
为 7571名困难群众和人体器官捐献者减免
基本丧葬服务费985.25万元。在两江新区和
渝中区开展普惠殡葬服务试点，逐步将惠民
殡葬保障范围从以民政保障对象为主，拓展
到所有城乡居民。

此外，全市还持续创新殡葬便民服务方
式，在秀山、武隆等区县建立殡葬信息员制
度，在社区开展文明治丧宣传，并协助丧属料
理后事；会同市人力社保局举办“巴渝工匠”
杯重庆市第三届民政行业殡仪服务员、遗体
防腐整容师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开展多期殡
葬业务专题培训，不断提升全市殡仪从业人
员服务能力。依法查处扰乱殡葬市场秩序的
违法违规行为，依托“渝快办”平台，全面开展

“公民身后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为群众提
供便捷的“身后事”政务服务。

殡葬服务设施是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推动殡葬事业改革发展、满足群众
合理丧葬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和支撑保障。截
至目前，全市共有殡仪馆38个（其中火化殡仪
馆34个），殡仪服务站79个，城市公益性公墓
15个，农村公益性公墓159个，经营性公墓63
个。我市基本构建起以殡仪馆、殡仪服务站、经
营性公墓、城乡公益性公墓为主体的殡葬服务
设施体系，殡葬服务网络初步形成。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殡葬工作，
成立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为副组长，25个市级部门为成员的市殡葬改革
管理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市殡葬改
革管理服务工作，研究解决殡葬改革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进一
步满足群众基本丧葬需求，我市把优化殡葬设
施规划布局作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重要
举措，创新试点林墓复合利用，着力破解公益性
殡葬设施的“用地瓶颈”，探索试点区县在不改
变林地用途、保证防火安全的前提下，有计划有
步骤补齐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短板，万州、涪
陵、丰都、奉节、城口5个区县共7个试点项目

全部实现开工。
积极推进专项规划编制，引导规划公墓生

态节地、林墓复合利用。市民政局、市规划自然
资源局、市林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主动破壁”，
对各区县进行“一对一”专项调研指导，科学规
划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空间布局，牵头编
制市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专项规划（以下
简称《专项规划》）。目前，《专项规划》已经市政
府批复同意，即将印发实施，并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

同时，我市还积极制定《重庆市林墓复合
利用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明确林地墓地复合
利用建设试点选址、建设种植、防火等要求。
允许试点区县在不改变林地用途、采用卧碑、
保证防火安全的前提下，避让各类自然保护
地，按照“四不占”（即不占天然林、不占公益
林、不占国有林、不占优质乔木林）的要求，选
址适宜的林地开展林地墓地复合利用试点工
作，打造墓隐于林，是墓却不见墓、见墓却不惧
墓的自然景观。

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厚植节地生态绿色
环保理念，我市还将强化殡葬基础设施投入，
到2027年，除渝中区外每个区县建设1个以
上城市公益性公墓；除中心城区外，火化设施
区县全覆盖；农村公益性安葬（放）设施乡镇
覆盖率达到100%；人口规模5万人以上（含）
的街道（乡镇）至少建设一个集中文明治丧设
施。让群众从生态文明殡葬新风尚中获得实
惠。

织密惠民殡葬保障网——
完善全民惠民殡葬政策 提升殡葬服务质效

激发绿色殡葬新动能——
创新试点林墓复合利用 破解殡葬改革难题

办好百姓身后事 改革新风扑面来
——全市加快构建便民利民惠民殡葬服务体系综述

厚植文明殡葬新风尚——
让移风易俗浸润人心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数千年来，我国形成的重殓厚葬、入土
为安的思想根深蒂固，为去世的长辈亲人
风光料理后事成为人们表达孝心的一种普
遍做法。然而，传统殡葬观念和陈规陋习，
不仅加重了普通群众的经济负担，而且对
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

如果说墓碑是人生的最后留存，那么
长眠之地便是人生的后花园。走进全市首
个市级城市公益性公墓——重庆崇兴生命
纪念园，与绿树鲜花相伴，与山川大地共
眠，越来越多市民遵循亲人遗愿，选择这种
回归自然的生态殡葬方式，向逝者致以最
深切的缅怀。

殡葬领域移风易俗就要构建符合现代
生活方式的殡葬礼仪规范。随着全市持续
推进殡葬改革，绿色殡葬新风也渐入人
心。今年清明节，我市将持续围绕“文明、
绿色、平安”主题，大力推广网络祭扫、鲜花
祭扫、家庭追思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民
政部门和殡葬服务管理机构将创建祭扫网
站、开通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以便市民进行网络祭扫。祭扫服务机构将
组织开展“鲜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时
空信箱”等活动，鼓励群众选择植
树绿化、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等方
式缅怀逝者，引导群众将追思缅
怀逝者与弘扬优良家教家风有机
结合起来。

“我们把树立殡葬
新风纳入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创建工作，作为
基层治理、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会同有关部门
出台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工作、进一步推进
移风易俗、促进殡葬事业健康发展等多个
政策文件，宣传现代文明、简约环保的殡葬
文化，农村丧事简办氛围更加浓厚。”市民
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引导树立殡葬新风尚，我市坚持党员
干部带头宣传倡导殡葬改革，带头移风易
俗，带头文明节俭办丧事，弘扬新风正气。
发挥村（居）民委员会、红白理事会、老年协
会等基层群众组织作用，将厚养礼葬、文明
丧葬纳入村规民约、自治章程。

同时，积极引导群众选择树葬、草坪
葬、花葬、撒散、骨灰存放、小型墓等多样化
节地生态安葬方式，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
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使安葬活动更
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断提高生
态安葬比例。

丰富殡葬文化与生命文化的内涵，我市
还通过举办网络微课堂、制作宣传橱窗、发
放宣传单等方式，主动组织殡葬服务机构开
展“开放日”“服务体验日”等活动，让更多群
众了解殡葬行业，体验生命文化教育。

破千年旧俗，立时代新风，改革只有进
行时，没有完成时。从传统墓地到现代公
墓，从大碑大墓到生态安葬，从大操大办到
厚养礼葬，随着将绿色殡葬、文明殡葬等新
形式和新观念注入殡葬改革和移风易俗，
让人生“归途”花团锦簇，群众正从殡葬改
革的文明新风中获得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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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龙居山陵园开展节地生态安葬活动

永川区白塔园开展群众共祭活动

重庆96000殡葬服务热线工作人员

节地生态安葬活动

群众采用文明的方式祭祀亲人

万州区甘宁镇林墓复合利用试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