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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多举措助推殡葬改革落地见效

近年来，前往公墓祭祖的市民越来越多，鲜花祭扫、无烟祭扫等绿色文明的祭奠方式逐渐替代了传统
祭祀，一种绿色环保、节地生态的殡葬理念已深入人心。而这一转变，正是我市多措并举深入推进殡葬改
革取得重大成效的一个缩影。

殡葬改革是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的社会改革，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殡葬服务需求，增强殡葬改革动力，促进殡葬事业健康有序
发展，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殡葬管理中心”）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从突出党建引领、完善
阵地建设、落实惠民政策、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入手，着力解决我市殡葬领域存在的问题，多措并举推动
丧葬礼仪改革，全市深化殡葬改革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如今，随着殡葬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成效明显，节地生态安葬形式已被广泛推
行，既体现了文明办丧，又保护了绿水青
山。

然而，殡葬改革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
的任务，思想认识不统一、监管管理不到
位等问题都是影响殡葬事业健康发展的
重要因素。

为进一步巩固殡葬改革成果 增强殡
葬改革动力，激发殡葬事业发展活力，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殡葬服务需求，促进殡葬
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我市一方面在强化殡
葬服务机构安全督查方面下足功夫。持
续做好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大排查大
整治大执法工作，落实安全生产督查，采
取突击检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回头检
查等多种方式，深入区县殡葬服务机构进
行督查，有效推动殡葬服务机构安全风险
防范。2021年，全市民政部门共对166家
殡葬服务机构检查1079次，督促整改安全
隐患742个，整改率达99%。

另一方面，认真组织开展违法违规私建
“住宅式”墓地专项整治，全面检查复核整治
4124座违法违规私建硬化大墓，拆除9905
座违建活人墓。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
局等8部门开展殡葬业价格秩序、公益性安
葬设施建设经营专项整治。截至2021年
底，全市共整治违法违规殡葬服务中介270
家，非法接运遗体车197辆，经营性公墓内
超标墓位134个，违法违规公益性安葬设施
79个，违法违规公益性安葬设施墓位339
个，完善审批手续公益性安葬设施84个。

为进一步持续和谐推动殡葬改革，革
除丧葬陋俗，树立科学、文明、健康的丧葬
新风尚，我市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策划开
展以“文明祭祀，平安清明”为主题的清明
节宣传活动，向全市街道社区、服务机构印
制发放6000张海报及63万份96000宣传
折页，在渝中区白象街开展以“追忆故人，
传承文化”为主题的公益快闪活动；还研究
制定对口帮扶巫溪县古路镇4项措施支持
当地乡村振兴和殡葬领域移风易俗改革。
与此同时，在高新区、铜梁、南岸区等地举
办生态绿色安葬仪式、“非遗清明”等主题
活动，并在电视台5个频道、广播电台播放
殡葬改革、96000热线视频公益广告，弘扬
殡葬文明新风，营造良好的氛围，进一步推
动殡葬改革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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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殡葬改革、实施改革过程中，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既是弘扬社会新
风、推动文明节俭治丧的重要途径，也是
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迫切需要。

为此，市殡葬管理中心坚持以党建引
领，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服务殡葬改革的新

模式、新思路、新举措，制定中心党支部、
党支部书记、支委班子成员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清单，明确23项责任内容
和具体措施。支部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相关负责人履行“一岗双责”。

依托“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
载体，将免除困难群众基本丧葬服务费、
减免困难群众节地生态安葬费、强化

96000殡葬服务热线功能、推进公益性殡
葬服务设施建设4项工作纳入实践活动。
并积极开展党员干部进社区“三个一”活
动，与所在社区签订《共驻共建协议书》、
看望慰问社区困难群众和高龄老党员，全
体党员到社区报到并开展殡葬移风易俗
志愿服务活动。到巫溪县古路镇长龙村
开展乡村振兴帮扶调研，捐赠价值2万余

元的物资。
不仅如此，还建立起殡葬改革发展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部门工作职
责，形成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殡葬改革发展工作体系。部
分区县建立了由党政领导牵头挂帅的殡
葬改革领导机制，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
殡葬改革发展取得较好成效。

殡葬设施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场所和
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的载体，是社会化服务
中不可或缺的公共设施。自殡葬改革推
行以来，全市公墓陵园始终作为殡葬政策
贯彻落实的前沿阵地，不断深化推进殡葬
改革步伐。

近年来，我市加大对公益性殡葬服务
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全面推进覆盖城乡
的公益性安葬（放）设施建设，目前全市共
有殡葬服务单位 389个，其中公墓 268
个、殡仪馆38个、殡仪服务站83个。市、
区（县）、乡镇、村四级公益性殡葬服务设
施体系基本形成。并按照环保要求，对火
化炉进行了环保改造。全市34家火化殡
仪馆完成了火化炉环保改造，环保改造火
化炉116台，补助改造资金1080万元。

殡葬服务设施设备投入逐年加大，殡
葬服务供给持续加强。为进一步提升服

务效能，我市还加快了殡葬信息化建设的
步伐。积极拓展96000殡葬服务热线“政
策咨询、业务办理、悲伤抚慰和投诉建议”
四大便民服务功能。疫情防控期间，及时
开通预约电话、微信公众号等，实行预约
祭扫、网上祭扫等，群众可实时网上对机
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市民只需要通过
支付宝“市民中心”、市民政局微信公众
号，就能查询到合法合规殡葬服务机构名
单及基本信息。

此外，依托96000热线服务平台融合
人流车流监控系统，换代升级主城都市区
中心城区25个经营性公墓陵园高清摄像
头70台，实现大数据实时监测和统计分
析。稳步推进使用全国通用版本殡葬信
息管理服务系统和我市殡葬证件管理系
统，修订完善证件管理制度，规范殡葬证
件管理，提升殡葬管理服务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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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惠民政策 发挥兜底作用

“母亲的离世让我们很伤心，但是你
们的帮助让我们觉得很暖心，谢谢你们雪
中送炭让我顺利办理了母亲的后事，还帮
忙减免了相关费用……”居住在渝北区的
市民刘先生感慨地说道。

原来刘先生的母亲因病不幸离世，由
于家庭贫困无力支付丧葬费用，相关工作
人员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在殡葬惠民政策
允许的范围内，为其申请了殡葬临时救助，
还减免了相关费用，确保了丧事的顺利办
理。这样的的情况不是个例，更不是偶然。

为确保群众在执行改革政策中获得

实惠，我市积极推进实施惠民殡葬政策，
市民只需要通过拨打96000殡葬服务热
线，转接到殡葬服务单位办理业务，就可
以享受主城区内首次遗体接运免费的优
惠政策。96000热线自开通以来，共接群
众来电12.5万单，为群众免除首次遗体运
输费1776万元。

为充分发挥兜底保障作用，继续加大
免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丧葬服务费制度
宣传和执行力度，满足人民群众基本丧葬
需求,我市还制定了《重庆市免除城乡困
难群众基本丧葬费实施办法》，对城乡低

保对象、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对象
和生活困难的重点优抚对象4类人员死亡
后实行火葬的，其遗体接运、存放、火化和
骨灰盒等基本服务项目费用在1500元限
额内由政府财政埋单。截至2021年底，
我市已累计为9708名困难群众免除基本
丧葬费1192.57万元。部分区县将“失独”
人员纳入惠民政策范围、为困难群众发放
文明治丧补助、为土葬改革区自愿实行火
化的群众发放丧葬补助。全市47家经营
性公墓开辟“公益生态葬园区”，为城乡困
群众、革命烈士提供免费安葬，5.3万多名

困难群众受益。
建立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制度，出台

《重庆市困难群众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实施
办法》，通过利用“清明”“中元节”等时机，
积极宣传花葬、树葬、草坪葬、壁葬等方
式，并把树葬、海葬、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
占地方式，以及土葬区遗体深埋不留坟头
等生态葬法纳入奖补范围，鼓励群众积极
参与。节地生态安葬工作稳步推进，截至
2021年底，已完成了26个区县54个公墓
节地生态安葬葬式认定工作，及时落实殡
葬惠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