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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太贵？“外漂族”回乡买公寓存骨灰盒违法吗

34 岁的花花是湖南岳阳人，大学

毕业后一直在广东省深圳市工作。工

作稳定后，她和丈夫在深圳定居。多

年前，花花的孩子出生后，便将父母

从老家接到深圳一起生活。

2022 年 12 月，花花的父亲猝然

离世，年仅 56 岁。父亲的突然离世，

让全家都来不及准备——赶紧找人咨

询殡葬及墓地事项，结果被告知，在

当地光买一块 6 平方米的墓地都得花

上 10 多万元。

“算上一些殡葬费用、管理费用等，

差不多得 20 万元。”花花说，她跟父

亲感情很好，希望给父亲一个体面的

“房子”，一方面能让家里安心，另一

方面也方便大家往后祭拜。

就这样，花花在与朋友诉苦之时，

朋友出了一个好主意。“她在我们岳阳

老家有个小公寓，县城的房价不高，

30 平方米的房子也就 6 万多元。”花

花说，朋友愿意将公寓转售，方便她

存放父亲骨灰盒，“我们在县城还有亲

戚，把父亲骨灰盒安置在老家也有个

照应”。

花花赶紧查了下资料，根据《公

墓管理办法》中的规章所述：在经营

性公墓内安葬骨灰的，应按规定缴纳

墓穴安葬管理费。墓穴安葬管理费按

年计算，一次性收费最长不得超过 20

年。期满继续使用的，仍需缴纳费用，

逾期 3 个月不缴纳的，按无主墓穴处

理。

与此相比，商品房的产权是 70 年。

“虽然每年要按时缴纳物业费，但就算

忘记缴纳了，也不会担心房子被推倒、

铲平。”花花说。

既经济实惠又保值，因此，花花

按照朋友的建议安放了父亲。可没多

久，邻里矛盾就出现了。

“这个事被小区邻居知道了，大家

都有很大的意见。”花花说，自此，他

们家人只要回到小区就会遭人辱骂，甚

至还有同楼栋的邻居堵门跟他们打架。

“没有法律规定不准把骨灰盒放在

自己家里吧？”为此，花花咨询了律师。

邻里纠纷！她将父亲骨灰盒存放在老家公寓

 “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在

商品房、公寓中存放骨灰盒。”陈超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但前提是存放

数量不多。也就是说，如果商业机构专

门购买商品房，用于经营殡葬服务、骨

灰盒存放等业务，就涉嫌违反《殡葬管

理条例》有关规定，可能面临被相关部

门处罚的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

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

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陈超认为，把商品房私自改成“骨灰

房”，在道德层面上违背了习俗，房子本

应该是用来住人的，如今改成了“陵园”，

势必会给周围的住户造成恐惧、不安等

负面情绪，长此以往，必然会对其他业

主的身心造成损害，甚至还可能对小区

房价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公民日常祭

扫商品房中的骨灰并不会影响邻居，但

如果是大规模的祭扫或者隆重的祭扫仪

式，同样可能会涉嫌违反公序良俗。

另外，在墓园祭祀时，通常会准备

专门焚烧祭祀用品的焚烧炉，周围也会

安排消防设施以防火灾出现。但若是在

“骨灰房”里进行祭祀，稍有不慎，焚

烧的冥纸就可能造成火苗，引发重大火

灾，所以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严重威

胁着周边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陈超提醒，当相邻住户感觉到权益

受到侵犯时，可通过报警来解决问题，“这

属于民事纠纷，可以通过诉讼或者协商

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

要人们从丧葬观念逐渐改变。”陈超建议，

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尝试更环保、更有纪

念意义的丧葬方式，比如树葬、海葬、花

葬等，既能省去一大笔墓地费，又能让亲

人的骨灰回归自然，这也许是对亲人更好

的祭奠方式。

是否违法与存放数量有关

2020 年 9 月 8 日，位于天津市滨海

新区中塘镇万家码头村的一个“小区”

引发了大量关注，这里曾被规划为公益

骨灰堂，可是后来被改建成了住宅，占

地 20000 多平方米，有着 16 栋“住宅楼”，

并以祠堂的形式违规以租代售。

据《界面新闻》报道，这个骨灰堂

跟按格子分别寄存的公益性骨灰堂不同，

这里是以私人祠堂的形式对外出售，每

个祠堂为一个独立房间，每平方米售价

从 3000 多元到 7000 元不等。中介参与

倒卖后，每平方米价格甚至被炒到了近

万元。即使价格如此昂贵，依旧能够每

天卖 100 多套，开盘两月销售额就已经

过亿。据该骨灰堂相关负责人介绍，前

来购买祠堂的大部分是外地居民。

但早在 2008 年，民政部、公安部等

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公墓建设管理的通知》称，农村公

益性骨灰堂只能安葬本村死亡居民的骨

灰或遗体，不得对外经营。天津市也有

相关条例，还明确规定，不按规定出售

墓穴或者骨灰存放格位的由市殡葬事业

管理机构、区县民政部门或者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最终，天津市滨海新区民政局出面回应，

万家码头村公益骨灰堂涉嫌违法违规，

已责令停止经营活动。 

公益骨灰堂成私人祠堂？
违规！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又是一年清明节，关于祭祀与墓地的话题总是容易引发讨论。往年，北上广深“一
寸墓地一寸金”的新闻频频出现，而今年，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关注到了一个更具
争议的现象——买公寓存骨灰盒。

近日，34 岁的岳阳女子花花（化名）就遇上了这个困扰。夫妻俩在深圳定居，
家里老人去世却买不起当地高价的墓地，只得带着骨灰盒“落叶归根”。为了方便
祭祀，他们将骨灰盒存放在新买的公寓房里，结果被邻居投诉了。 

买公寓存骨灰盒合不合法？关于骨灰盒的存放是否又有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去
了解一下吧！

 有这么一群人，常年出没于医院各

科门诊，用套近乎、假意分享看病经

验等形式，将其骗到一些无医疗资质

的小诊所去看病，从而牟取利益。

湖南省某医院内，望着手中的宫颈

癌Ⅲ期的诊断书，龙阿姨只觉郁结于心、

人生无望。

“大妹子，我看你情绪有点不对，

怎么啦？”

“唉，我得了癌症晚期。”说到此处，

龙阿姨悲从中来，泪眼模糊。

“大妹子，算你运气好！我认识省

中医院退休的王老中医，我老婆跟你

一个病，在他那治好了。”

龙阿姨一听，美滋滋地与这对中年

男女一起去了个不知名的中医馆，结果

被骗 21000 元。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理

判决了一起医托诈骗案。以被告人廖

某良和被告人肖某林为首的医托诈骗

团伙经常流窜于多家三甲医院，通过

与患者搭话，其他成员配合的方式，

带领受害人到事先联系好的小医馆，

实施诈骗。每诈骗一名受害人，该犯

罪团伙便能得到受害人所付“药费”

的 30%-45% 作为提成。

截至抓获前，该团伙十余名（另 8

人已另案处理）以相同手法共计诈骗

了 10 名老年病患，人均非法获利万余

元。

天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

告人廖某良、肖某林伙同他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诈骗

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且被告人廖某良、肖某林的

犯罪对象为病人、老年人，予以从重

处罚。据此，依法判决被告人廖某良、

肖某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八个月，并处罚金。

陈超（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资讯 >>

别轻信力推“名医”的热心人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文天骄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曾毅）为助力

法治湘潭建设，开展好常态化、系统化的法

治宣传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落实“四敢”

要求，近日，经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决

定，市两级法院“巾帼红”法治宣讲团成立。

该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晓峰代表中院

党组向“巾帼红”法治宣讲团成立表示祝贺，

并指出“巾帼红”法治宣讲团的成立，对于

贯彻落实党群共融共建，推进法院队伍建设

和普法工作开展，发挥女干警“半边天”力

量有着重要作用。徐晓峰要求，法治宣讲团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新时

代法治宣讲工作的正确方向；要强化服务意

识，切实让人民群众享受法治实惠；要创新

工作机制，不断开拓法治宣讲工作的新局面，

为加快建设“四区一地一圈一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湘潭贡献法院智慧与巾

帼力量。

湘潭法院“巾帼红”
法治宣讲团成立

案 例

说 法

法官提醒
犯罪分子多利用中老年群体更关注自

身身体健康状况、病急乱投医的焦虑心

理以及甄别诈骗手法能力相对弱的特点

实施诈骗。希望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

要增强防骗意识，如有疾病或者不适，

应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医，遵医嘱服用

合法合格的药物，一旦遇到无法判断的

情况及时向亲友、社区工作人员求助帮助

鉴别。

延 伸 阅 读

 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