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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鹤庆县殡葬改革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 知

鹤政规〔2022〕3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鹤庆县殡葬改革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县十八届人民政

府第 16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2022 年 8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鹤庆县殡葬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规范公民丧

葬行为，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25

号）《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云

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44 号）和《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

于全面深化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大政发〔2016〕53 号），

结合县情实际，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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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县辖区内殡葬活动的规范管

理。

第三条 殡葬管理工作坚持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行遗体

火化、改革土葬、节地安葬、绿色生态安葬，坚持文明节俭

办丧事，树立厚养薄葬丧葬新风尚。

第四条 县民政局是殡葬管理的主管部门，公安、财政、

交通、市场监管、自然资源、林草、生态环境、城管、民宗、

住建、卫健、水务、人社、文旅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共

同做好全县的殡葬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辖区内殡葬改革和

殡葬管理工作的领导，成立殡葬改革领导小组，建立殡葬管

理目标责任制，对殡葬管理进行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把推

进殡葬改革纳入乡（镇）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将完善

殡葬服务设施用地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第六条 财政部门要逐步增加对殡葬事业的财政投入，

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文旅、融媒体中心等部门要切实做好殡葬改革的宣传教

育。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及其他组

织，应当在本单位和本辖区内积极组织开展殡葬改革的宣传

教育工作，将殡葬改革纳入“职工守则”“居民公约”“村

规民约”，互相监督，共同遵守，引导公民文明节俭办丧事。

每年的 4 月为全县殡葬改革宣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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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民政局要加强殡葬设施规

划、建设、管理及殡葬活动规范工作；加强殡葬服务、管理

队伍建设；加强对殡葬服务机构的管理与监督，提高殡葬管

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第八条 全社会应当支持和配合殡葬管理单位的工作，

不得歧视殡葬服务人员。县人民政府对积极推行殡葬改革并

取得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火化与管理

第九条 鹤庆县火葬区先期划定范围为 5 个乡（镇）所

辖的 3 个社区、43 个村委会：

辛屯镇所辖的三合、逢密、辛屯、大登、妙登、新村、

新登、双龙、南河、如意、连义 11 个村委会；

草海镇所辖的新华、板桥、母屯、新民、彭屯、罗伟邑、

太平、田屯、小水渼、石朵河、柳绿河 11 个村委会；

云鹤镇所辖的东升、仓河、文峰（含北衙搬迁县城西片

区安置点）3 个社区和菜园、秀邑、新生邑 3 个村委会；

金墩乡所辖的和邑、赵屯、积德、康福、金锁、建邑、

北溪、孝廉、金墩、银河、邑头、化龙 12 个村委会；

松桂镇所辖的长头、三庄、波罗、松桂、南庄、勤劳 6

个村委会。

其余乡镇及其所辖的村委会为土葬改革区,根据云南省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需逐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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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区范围，到 2025 年末实现火葬区全覆盖。后期，全县

火葬区具体范围按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文件执行。

第十条 全县火葬区和下列人员死亡后遗体火化并严

禁骨灰装棺安葬，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回族、维

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

塔塔尔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除外。

（一）全县辖区内划定的火葬区人员。

（二）全县辖区内党和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在职或离退休人员（含中央、省、州属在鹤单位）。

（三）县属国有企业（含中央、省、州属在鹤单位）在

职或离退休人员。

（四）驻鹤军队干部职工。

（五）在鹤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人员（含企业和个体

以灵活就业方式参保、领取基本养老待遇人员）。

港澳台同胞、华侨、外籍人员在鹤亡故的殡葬事宜，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因特殊情况需将遗体运往异地的，应

当经县民政局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审批。

第十一条 正常死亡人员遗体火化，必须提交医疗机构

和司法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相关法律文书；

非正常死亡人员，经公安机关查明死因后，出具死亡证明，

并通知家属认领后及时火化处理。经通知无人认领的无名、

无主遗体，由公安机关按规定处理，所需费用从民政部门的

社会救助经费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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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应火化人员在医院病故的，所在医院必须通

知殡仪馆专车接运，接运免费（享受丧葬费、抚恤费的对象

除外）。需等待亲属告别的，应在殡仪馆冷藏，不得露尸等

待。遗体应当在 10 日内火化，需延期火化的正常死亡人员

需经县民政局批准；非正常死亡人员火化需经县公安局批

准。患急性传染病死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和有关规定立即火化、不得停放。遗体火化后殡仪馆

须出具火化证明。

第三章 骨灰和遗体的处理与公墓管理

第十三条 骨灰可在公益性公墓、经营性公墓安葬或在

骨灰堂寄存，也可在公墓区内政府指定的范围撒葬、树葬、

花葬、草坪葬，不得乱埋乱葬。需将骨灰送回县外原籍的，

经县民政局批准后由丧属自行处理。无名、无主尸体火化的

骨灰，90 日内无人认领的，由县殡仪馆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下列人员遗体火化后，骨灰原则上进经营性

公墓安葬：

（一）全县辖区党和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在职或离退休人员（含中央、省、州属在鹤单位）。

（二）县属国有企业（含中央、省、州属在鹤单位）在

职或离退休人员。

（三）驻鹤军队干部职工。

（四）云鹤镇东升、仓河、文峰 3 个社区居民（不含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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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搬迁县城西片区安置点居民）。

第十五条 有以下特殊情况的人员，可以不进入经营性

公墓安葬：

（一）一直在鹤庆县所辖的边远山区学校（具体为：辛

屯镇大福地村委会；草海镇马厂、新峰、安乐、倒流箐、里

习吉 5 个村委会；金墩乡河底、西甸、新庄、古乐、磨光 5

个村委会；松桂镇、西邑镇、六合乡、龙开口镇、黄坪镇所

有村委会）工作，原籍在当地、离退休后仍在当地居住、在

县城及坝区没有固定住所、且共同生活的子女也未在县城居

住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民政局共同认定后可在当地公益

性公墓进行节地生态安葬，但必须交纳公益性公墓建设基本

成本费（收费标准由各乡镇根据实际情况核定收取）。

（二）北衙搬迁县城西片区安置点内村民火化后在指定

公益性公墓安葬。

（三）配偶为农村村民的，如果村民一方已先亡故，可

在严格遵守本办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随其合葬。

（四）原籍在县外或配偶在县外遗体火化后骨灰可由丧

属送至县外安葬，但必须遵守安葬地人民政府殡葬管理规

定。

第十六条 合理划定禁葬区。“三沿六区”（县域内公

路、铁路、河道沿线，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区、风景旅游

区、住宅区、开发区、坝区）和乡镇人民政府驻地近山面山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区域划定为禁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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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有关单位要协同各乡镇合理划定禁葬区，确定范围

并设立标志标牌，加强管控，大力整治禁葬区内乱埋乱葬行

为。

第十七条 积极推行农村丧葬改革，规范村民丧葬行

为。在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要合理规划公墓区。整合资源，

将原有村组坟山、集中安葬点等纳入公益性公墓划定范围。

在火葬区，依法推进遗体火化、骨灰进公墓安葬、墓碑小型

化，积极倡导选择节地型墓位、立体安葬和撒葬、树葬、花

葬、草坪葬等不留骨灰的绿色安葬方式。在土葬改革区，遗

体应在公墓或规定区域集中安葬，不得散埋乱葬，严禁建大

墓、活人墓、豪华墓，提倡遗体深埋、不留坟头或以树代碑

等。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群众选择

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节地生态要求的葬式葬法,倡导实行

绿色生态安葬。

第十八条 农村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设，由各乡镇

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县民政局审批。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农村公益性

公墓从事经营活动，具体管理措施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制定并

负责监管。

第二十条 严格控制墓位占地面积。土葬改革区遗体入

土安葬的坟墓占地面积，单人墓不得超过 4 平方米，双人合

葬墓不得超过 6 平方米。骨灰入土安葬的单人墓或者双人合

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1平方米。遗体或骨灰安葬不垒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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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留墓碑，墓碑高度不得超过 0.8 米、宽度不得超过 0.6 米，

禁止修建石围栏、设置石刻雕像、石桌、石凳、硬化四周空

地。

第二十一条 公墓墓地的使用周期为 20 年。逾期使用

应当办理延期手续，经公告后半年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按无

主墓处理。经营性公墓墓地的维护管理费收费周期不得超过

20 年。墓地的使用权不得自行转让。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安埋遗体、建造坟墓：

（一）耕地、有林地；

（二）风景名胜区及其规划区和文物保护区；

（三）水库、河流、湖泊、引水渠堤坝 200 米内和水源

保护区；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地界内；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区域和各级人民政府划定的

禁葬区。

第四章 丧事管理

第二十三条 办理丧事要文明、节俭，反对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禁止在公共场所停放遗体、灵柩，搭设灵棚（堂）。

往返殡仪馆运送遗体、迎接骨灰、出殡送葬时，禁止在城区

及主要交通干道燃放鞭炮、抛撒“纸钱”。倡导绿色祭祀，

用鲜花、花篮替代花圈。出殡送葬不得堵塞城市交通要道，

对因送葬造成交通阻塞、借送葬之机煽动闹丧的，由公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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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四条 严禁在火葬区生产、销售棺材。墓碑的生

产、销售要严格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执行。民政、市

场监管、工信、自然资源、林草、生态环境等部门和各乡镇

要加强对棺材和墓碑生产、销售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的监

管。

第二十五条 殡葬服务机构在从事殡葬活动中要遵守

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按照有关规定，妥善保管和火化遗体。

基本殡葬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按

发改部门和民政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殡葬服务单位不得变

相提高收费标准或扩大收费范围。经营性公墓价格实行市场

调节价，由公墓经营单位在民政、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指导下制定收费标准。民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殡

葬服务机构收费的日常监管，全面建立殡葬服务收费标准和

丧葬用品价格公示制度，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

公平交易权，杜绝殡仪馆、经营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公墓（骨

灰堂）、社会殡仪服务机构管理者或经营者乱收费行为，禁

止炒买炒卖经营性公墓墓位的行为。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六条 丧葬、抚恤、遗属补助办理需提供以下材

料：

（一）人员死亡火化后，需凭火化证、墓位证（骨灰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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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证）和民政部门出具的节地生态安葬相关材料办理丧葬、

抚恤、遗属补助。

（二）符合鹤庆县奖补条件，但因故在外地火化、安葬

人员，亦需凭上述证明原件办理。

（三）丧属无火化证、墓位证（骨灰寄存证）或民政部

门出具的节地生态安葬相关材料，死者生前所在单位和有关

部门不得发放丧葬费、抚恤费。

第二十七条 在全县辖区内死亡，且具有本县户口，但

未享受国家规定的丧葬补助人员死亡后，县殡仪馆予以免费

接运、火化；火化后实行骨灰入土安葬且符合本办法第十条、

第二十条规定的，凭火化证及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节地生态

安葬证明，给予 3000 元奖励；火化后骨灰进入公墓安葬或

在骨灰灵堂实行寄存，凭火化证和墓位证（骨灰寄存证)，

累计给予 6000 元奖励；火化后骨灰采取深埋不留坟头或选

择撒葬、树葬、花葬、草坪葬等不保留骨灰方式安葬的，经

民政部门核实，累计给予 7000 元的奖励。

重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建

档立卡贫困户成员死亡后，执行本办法规定的，除享受以上

奖补外，再给予 1000 元的困难生活补助。

以上奖补措施所需资金列入县财政预算。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县级有关行政管理

部门依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

《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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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党和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工作人员应带头执行殡葬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违反本办法

规定的，予以相应处分。

第三十条 党和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

作人员、殡葬管理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收受贿赂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妨碍殡葬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聚

众闹事或侮辱、殴打执法人员，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0 日起施行。2020

年 8 月 7 日起施行的《鹤庆县殡葬管理办法（试行）》（鹤

政规〔2020〕1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