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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况

1.1.规划背景

1.1.1. 全国大力推动殡葬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殡葬改革是破千年旧俗、树一代新风的社会改革，事关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建设，事关乡村振兴，事关政风民风。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受“入

土为安”传统丧葬观念的影响，对推进丧俗改革、推动行业发展产生较大阻力，

“死人”与活人争地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充分尊重民间风俗习惯的前提下科学

推进殡葬改革，达到集约利用土地，保护生态环境，破除封建迷信丧葬陋俗，提

高社会文明的目的，成为关系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民政部、两办先后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党员

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党员干部要带头实行火葬、生态安葬和

文明低碳祭扫，再次将生态安葬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16 年 3 月，民政部又

联合九部委共同下发了《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指导意见》，旨在全面推行生态、

文明的绿色殡葬、全面深化殡葬改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殡葬改革，是一

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移风易俗变革，其解决的不仅仅是人们的殡葬行为，更

涉及到人们的殡葬观念、意识的改革，必将会造福子孙后代，对生态文明建设起

到巨大促进作用。2018 年 12 月 7 日，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相关会议上表示，各

地党委政府要坚持民生优先、坚持服务为先、坚持城乡统筹，加强城乡公益性公

墓建设管理，补齐殡葬公共服务短板。

1.1.2. 山东省殡葬改革移风易俗正深入推进

近年来，山东省各级民政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满足人民群

众基本丧葬需求为目标，加快实施殡葬惠民政策，积极推进节地生态公益性公墓

建设，深化移风易俗，不断提高群众对殡葬的满意度。山东省出台了加快推进节

地生态安葬的实施意见、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加快全省公益

性公墓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大力推广节地生态安葬。

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彻底治理违规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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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违规销售超标墓穴、天价墓、活人墓和炒买炒卖墓穴或骨灰格位等违法违

规行为，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的殡葬服务、中介服务及丧葬用品销售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深入推进“互联网+殡葬管理服务”。

2018 年，山东省民政厅会同省文明办、省发改委等 16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民〔2018〕86 号），

进一步增强殡葬改革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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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聊城高度重视、支持并积极开展殡葬改革移风易俗工作

2011 年，聊城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大力推进公益性墓地和

骨灰堂建设的意见》，大力推进公益性的骨灰安放设施，并成立聊城市殡葬改革

领导小组，大力推进公益性的骨灰安放设施，确立茌平县为试点县。2015 年，

聊城市以打造“绿色殡葬”服务品牌为抓手，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全省公益

性公墓建设的意见》，推进公益性公墓和生态殡葬建设。2018 年 6 月，市委市

政府连续召开全市深化殡葬改革促进移风易俗工作会和调度会，继续推动公益性

公墓建设。

2020 年，聊城市印发《关于倡导移风易俗推动绿色殡葬建设的实施意见》，

确定 2020 年底前，每个县(市、区)和市属开发区至少建有 1处县级公益性公墓，

每个乡镇(街道)至少建有 2至 3处乡级或村级节地生态绿色公益性公墓，节地生

态安葬率达到 50%。到 2022 年，以树葬公墓林为主的绿色殡葬设施基本满足群

众治丧需求，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普遍落实，散埋乱葬得到有效治理;红白理

事会作用发挥有力，服务规范完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殡

葬服务机构便民服务水平全面提升。《意见》中要求编制绿色殡葬建设规划。按

照适度控制墓地建设规模和数量的原则，重点规划、推进以树葬公墓林为主的绿

色殡葬设施建设，提倡和鼓励不占地、少占地，逐步实现“三不”(不修坟墓、

不立碑、不硬化土地)的节地生态安葬要求。2020 年底前，完成县级绿色殡葬建

设规划编制。

1.1.4. 为推进阳谷绿色殡葬设施建设，编制公益性公墓规划

近年来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推进殡葬改革，建设公益性公墓，但仍有一些突

出问题亟待解决，一直也没有编制公墓建设相关的专项规划，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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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绿色殡葬建设工作的进行，为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家、

省、市相关殡葬改革的部署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全省公益性公墓建设

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实施意见》（鲁

民〔2018〕86 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加强殡葬管理，推

行绿色殡葬,实现墓地公益化发展。阳谷县民政局牵头编制《阳谷县公益性公墓

专项规划（2020-2035）》。

1.2.现状概况

1.2.1. 基本概况

（1）地理位置

阳谷县位于东经 115°39′至 116°06′，北纬 25°55′至 26°19′之间。

地处鲁西平原，黄河之北，山东省聊城市南端，北接东昌府区，西邻莘县，南与

河南省台前县接壤、东邻东阿县。县境西起西湖镇西界之金线河，东止于阿城镇

东境之黄河，东西长 39.8 公里，北起郭屯镇北界之徒骇河、南至寿张镇南境之

金堤外，南北宽 32 公里，县域总面积 1065.73 平方公里。

（2）行政区划

阳谷县共辖 3 个街道办事处、14 个镇和 1 个乡，分别为博济桥办事处、侨

润办事处、狮子楼办事处、阎楼镇、阿城镇、七级镇、安乐镇、石佛镇、定水镇、

张秋镇、李台镇、十五里园镇、寿张镇、西湖镇、郭屯镇、高庙王镇、金斗营镇、

大布乡。

（3）地理环境

阳谷县地处鲁西平原，属黄河冲积平原。平均海拔高度 39.62 米。全境地势

由西南向东北缓倾，平均坡降为 1/6000 至 1/7000。县域内有微度起伏的缓岗、

缓平坡地和浅平洼地三微地貌相间的现代平原地形。

阳谷县金堤以南为金堤河水系，属黄河流域；金堤北为徒骇河水系，属海河

流域。阳谷县境内的主要河流水系有 7条，即：黄河、徒骇河、金线河、羊角河、

赵王河、古运河、金堤河，其中县境内集水面积大于 100 平方公里的支流为赵王

河、古运河、金线河 3条。

阳谷县地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温暖，

无霜期长，形成“春季少雨多风、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凉爽宜人、冬季干冷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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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的气候特征。

（4）经济社会发展

2017 年，阳谷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43.69 亿元，比上年增长 7%，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43461.9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3.9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首次突破

10 亿元。2017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3710 元和 12251 元。

阳谷县三次产业结构持续改善。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0 年的 37.8：41.1：21.1

调整到 2015 年的 14.41：55.22：30.37，再到 2017 年的 14：53.2：32.8。

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比重在大幅提升后已趋于稳定，三产比重正稳步提

高。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服务业为支撑的县域产业结构。

1.2.2. 人口概况

2019 年末全县常住总人口 80.06 万人，户籍总人口 83.5 万人，其中城镇人

口 37.69 万人，出生人口 10222 人，出生率 12.24‰，死亡人口 4305，死亡率

5.16‰，自然增长率 7.08‰。

（1）总人口增长情况

自 1990 年以来，阳谷县户籍总人口呈现缓慢上升趋势。1990 年总人口为

719668 人，2014 年达到 808813 人，共增加 89145 人，年均增加 3714 人，年均

增长率为 4.88‰。2019 年 835000 人，2014-2019 年，年均增加 5237 人，年均

增长率为 8.0‰，人口增长呈加快特点。

阳谷县历年人口及其变动情况

年份
户籍总人口

(人)
出生人数

(人)
死亡人数

(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机械增长率

(‰)
1990 719668 11962 4445 17.12 6.36 10.76 3.87

1991 733310 11103 4009 15.28 5.52 9.76 2.19

1992 740362 7205 3924 9.78 5.33 4.45 5.12

1993 743675 4646 3956 6.26 5.33 0.93 3.22

1994 741107 2568 3788 3.46 5.10 -1.64 -1.82

1995 740358 3626 3841 4.90 5.19 -0.29 -0.79

1996 741651 4491 4159 6.06 5.61 0.45 -0.21

1997 742496 6094 3931 8.21 5.30 2.91 -1.78

1998 744673 6556 3877 8.82 5.21 3.60 -0.68

1999 748818 7993 3898 10.70 5.22 5.48 0.07

2000 742008 7469 4090 10.02 5.49 4.53 -2.42

2001 745931 7841 3908 10.54 5.25 5.29 -0.01

2002 751456 7558 3691 10.09 4.93 5.16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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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户籍总人口

(人)
出生人数

(人)
死亡人数

(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机械增长率

(‰)
2003 752928 6764 3573 8.99 4.75 4.24 -2.29

2004 754929 7617 4274 10.10 5.67 4.43 -1.78

2005 756496 6717 3838 8.89 5.08 3.81 -1.74

2006 760035 7082 3647 9.34 4.81 4.53 0.14

2007 779972 7254 4038 9.42 5.24 4.18 1.82

2008 786742 9236 4492 11.79 5.73 6.06 2.59

2009 796971 11514 4195 14.54 5.30 9.24 0.06

2010 804303 11012 4362 13.75 5.45 8.31 0.68

2011 812480 12206 5281 15.10 6.53 8.57 -0.16

2012 794838 10000 7192 12.44 8.95 3.49 0.30

2013 795063 8426 4209 10.60 5.29 5.30 -5.02

2014 808813 20507 4836 25.35 5.98 19.37 -2.08

2015 813538 7758 4124 9.56 5.08 4.48 0.13

2016 820900 - - 16.60 4.93 11.67 -

2017 829900 - - - - - -

2018 834600 13740 5627 16.46 6.74 9.72 -0.41

2019 834950 10222 4305 12.24 5.16 7.08 -0.66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阳谷县总人口自 2014 年出生率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但从 18 年往后又有一定回落，但整体还是比 14 年前要高，分析其主要受到二胎

政策的推行，预测其之后出生率将呈现平稳状态。

（2）人口迁移情况

自 2011 年，阳谷县的机械增长率常年呈现负增长状态，表明阳谷县流入人

口中以县内人口流动为主，外来流入人口较少；流出人口大于流入人口。但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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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负增长趋势有所减缓，与其快速的经济发展有关。

（3）人口年龄结构

以 2019 年为例，2019 年总人口 83.5 万人，0-17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 24.12%；

18-59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 56.90%；60 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 19.04%。表明阳谷县

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1.2.3. 各城镇现状发展分析

从阳谷县各街道、城镇现状人口统计一览表可以看出，现状全县县城中心地

位显著，人口最多，拥有 15.59 万人，且城镇化率最高，达到 85.2%。各乡镇人

口超过 5万的，有阿城镇、张秋镇、寿张镇和阎楼镇，其中阿城镇和寿张镇都超

过了 7万人，其余乡镇人口差距不大，大多在 3-4 万人。

比较各乡镇的城镇化率，可以看出，石佛镇和安乐镇的城镇化率最高，都超

过了 40%，分析其主要受铜及铜加工、食品加工产业的快速壮大，吸引了人口的

集聚，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其余乡镇除大布乡，城镇化率差距相对较小。

阳谷县各街道、城镇现状人口统计一览表

街道/乡镇 2019 年户籍现状人口（人）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城镇化率（%）

中心城区

博济桥街道 58759 46015 12744 78.31

侨润街道 59246 51052 8194 86.17

狮子楼街道 37873 35676 2197 94.20

定水镇 31001 2873 28128 9.27

郭屯镇 31734 4478 27256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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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级镇 41084 7175 33909 17.46

阿城镇 70559 15070 55489 21.36

张秋镇 52192 9923 42269 19.01

十五里园镇 49716 12496 37220 25.13

寿张镇 75129 17865 57264 23.78

李台镇 39227 8546 30681 21.79

金斗营镇 32265 7873 24392 24.40

高庙王镇 43010 4094 38916 9.52

阎楼镇 54503 11169 43334 20.49

安乐镇 39928 17448 22480 43.70

石佛镇 39957 19667 20290 49.22

西湖镇 40186 6575 33611 16.36

大布乡 38581 0 38581 0

1.3.公墓布局和设施现状

1.3.1. 现状公墓情况

阳谷县域内现状全部为公益性公墓，共有各类公益性公墓 24 处，没有县级

公墓，现状公墓大部分处于在建阶段。具体详见现状公益性公墓一览表和阳谷县

公益性公墓现状图。

现状公益性公墓一览表

编号
街道乡

镇
公墓名称 公墓位置

现状用地

性质
公墓现状安置量 备注

1
侨润街

道

谷庄公墓 谷庄村东 特殊用地
现状 60 个骨灰

格、400 个立碑
建议保留

2 侨润公墓 东唐村村东 特殊用地 2800 个立碑 建议保留扩建

3
博济桥

街道

柴庄骨灰堂 柴庄 建设用地
现有 1024 个骨灰

格
建议保留

4 岳海公墓 岳海村东部 特殊用地 新建 1260 个卧碑 建议保留

5
狮子楼

街道

西街骨灰堂 顺发社区 特殊用地 3000 个骨灰格 建议保留

6 崔王公墓 崔王村村西 特殊用地 现状 3000 个立碑 建议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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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皋窑公墓 石皋窑村西 耕地 3000 个立碑 建议保留

8 阎楼镇 赵堂公墓 赵堂村村东 耕地 新建 300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9

安乐镇

肖坑公墓 肖坑村村东 果园 现状 200 个立碑 建议迁移

10 董营公墓 董营村村北 特殊用地 骨灰堂一处 建议保留

11 刘品公墓 刘品村村西 耕地 新建 80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12

石佛镇

石佛镇公墓 廉庄村村北 耕地 3000 个已用卧碑 建议保留

13 王楼公墓 王楼村村南 特殊用地 骨灰堂一处，未用 建议保留

15 前陈海公墓
前陈海村公

墓
特殊用地 新建 300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16 郭屯镇 邓楼公墓 邓楼村村西 林地 新建 100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17 定水镇 定水镇公墓
定水镇村村

西
林地 新建 80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18 大布乡 刘胡同公墓
刘胡同村村

西
耕地 新建 300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19 西湖镇 西聂公墓 西聂村村北 耕地 新建 100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20

寿张镇

杨松林公墓
杨松林村村

西
林地 新建 63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21 周庄公墓 周庄村村东 耕地 新建 300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22
十五里

园镇
赵洼公墓 赵洼村村东 耕地 新建 100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23

张秋镇

小闫楼公墓
小闫楼村村

北
林地 新建 100 个卧碑 建议保留扩建

24 前海公墓 前海村村南 林地 新建 300 个卧碑 建议保留

1.3.2. 现状问题分析

阳谷县范围内现状公墓太少，配套完备、建设完成投入使用的屈指可数，尤

其是各乡镇，各乡镇大部分现状公墓处于建设阶段，有五个乡镇都没有公墓。现

状公墓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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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相关规划有矛盾：大部分现状公墓手续不全；有公墓临近铁路、公路

干线，不符合相关规定；部分公墓占用基本农田，与土地利用规划有矛盾；

2 配套设施建设不健全：公墓设施简陋，必要的配套附属用房缺失，缺乏

停车场，停车困难等；

3 公墓生态化建设不足：公墓绿化覆盖率低，绿化情况较差，造成环境不

好；

4 公墓穴均占地过大，没有完全按照标准进行建设；

5 公墓安葬方式单一，主要以卧碑葬和坟墓为主，有部分骨灰堂，其他生

态节地葬几乎没有。

第二章 规划总则

2.1.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1.1 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1997 年 7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225 号发布）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

见》（2014 年第 1号）

4.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 号

5. 民政部、中央文明办等 16 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

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民发〔2018〕5 号）

6. 《山东省殡葬管理规定》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03 号（1999 年 7 月 21 日）

7. 《关于加强全省公墓建设的意见》山东省民政厅办公室（鲁民〔2014〕85

号）

8. 《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山东省民政厅办公室（鲁民〔2018〕32 号）

9. 《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民

〔2018〕86 号）

10. 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公益性公墓建设规划编制工作方

案》鲁民函〔2019〕1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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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倡导移风易俗推动绿色殡葬建设的指导意见》（鲁厅字〔2019〕75

号）

12. 聊城市委、市政府《关于倡导移风易俗推动绿色殡葬建设的实施意见》（聊

办字〔2020〕1 号）

13. 《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

14.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397-2016）》

15. 《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 年版）》

16. 《阳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17. 《阳谷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18.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技术规范和规划编制成果

2.2.规划原则

公益性公墓的建设发展应坚持政府主导、节地生态、因地制宜、总量控制、

公益惠民，做到规范规划布局、规范建设主体、规范建设标准、规范定价模式等，

本次对于公益性公墓规划应做到：

(1) 适度前瞻，长效发展

紧密结合殡葬改革的重点发展方向，处理好规划的前瞻性与可操作性关系。

(2) 节约集约，合理布局

合理引导，逐步过渡，将由传统墓穴葬为主的葬式演进为节地生态安葬，采

取骨灰堂、树葬、草坪葬、深埋不留坟头等各类节地葬式，加强现有殡葬设施的

复合利用，节约集约用地。

公益性公墓的空间布局应与国土空间布局规划相适应，适当考虑服务半径，

交通可达性等。

(3) 统筹平衡，差异配置

在全县相对均衡提供服务设施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不同区位和不同类型采

用差异性设施配置引导要求。

(4) 整合资源，存量挖潜

从实际出发，对现有设施存量用地进行挖潜、整合，充分挖掘现有殡葬设施

的潜力，提高现有殡葬设施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5) 多规融合，便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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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行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阳谷县县城总体规划、各乡镇总体规划及正在

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等做好衔接，做到多规融合，便于土地落实，利于实施。

2.3.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0-2035 年，规划基期年为 2019 年，近期为 2020-2025 年，

远期为 2026-2035 年。

2.4.规划范围与对象

规划范围为整个阳谷县所辖行政管辖范围，总面积为 1065.73 平方公里，包

括 3个街道，14 个镇、1个乡，即博济桥街道、侨润街道、狮子楼街道、阎楼镇、

阿城镇、安乐镇、七级镇、石佛镇、郭屯镇、定水镇、西湖镇、李台镇、寿张镇、

十五里园镇、张秋镇、高庙王镇、金斗营镇和大布乡。

本规划的对象为公益性公墓，是为全县居民提供骨灰安葬或安放的非营利性

墓地和骨灰存放设施。

2.5.规划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新发展理念，建立覆盖整个阳谷城乡居

民的现代公益性公墓服务体系，城乡居民的骨灰安放需求得到有效保障，构建完

善的公益性惠民殡葬服务体系。引导节地生态葬，形成绿色殡葬移风易俗新风尚。

第三章 上位规划解读

3.1.《阳谷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 年—2035 年）》

1）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18 年至 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18 年至 2022 年；远期为 2023

年至 2035 年。

2）县域总人口与城镇化水平

近期（2022 年）县域常住总人口 81 万人，城镇化水平 46%；

远期（2035 年）县域常住总人口 85 万人，城镇化水平 58%。

县域城镇总人口，近期 2022 年达到 37 万人，远期 2035 年达到 49 万人，城

镇化数量和质量同步提高。

3）县域城镇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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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阳谷县域城镇空间结构为：“双心多点，两轴一带”。

“双心”——阳谷中心城区及石佛副中心。

“多点”——县域各乡镇。

“两轴”——县域两条城镇发展轴。南北向的县域城镇发展主轴是县域人流、

物流主通道，引领县域城镇与产业园区的空间集聚；东西向的县域城镇发展副轴

以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特色休闲旅游功能为核心，组织沿线乡村居民点集

聚。

“一带”——运河-金堤河旅游休闲带。以古运河、金堤河及沿线林带等生

态景观资源为依托，健全旅游道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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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县域城镇规模结构

县域城镇等级结构分为三级：中心城镇——重点镇——一般镇。

中心城镇：阳谷中心城区，县域主中心，规划至 2035 年城镇人口达到 35

万人；石佛副中心，县域副中心，规划至 2035 年城镇人口在 8万人以下；

重点镇：县域重点镇，包括阿城镇、张秋镇、寿张镇，规划至 2035 年，各

重点镇城镇人口达到 1-2 万人左右；

一般镇：县域其他城镇，包括李台镇、郭屯镇、七级镇、十五里园镇、定水

镇、高庙王镇与金斗营镇，规划至 2035 年，各一般镇城镇人口在 1万人以下。

2035 年阳谷县域城镇规模结构规划一览表

城镇等

级
规模等级 城镇名称

人口规
模

中心城

镇

县域主中心，20-50 万人 阳谷中心城 35 万人

县域副中心，5-10 万人 石佛副中心 8万人

重点镇 重点镇，1-2 万人 阿城、张秋、寿张 3.1 万人

一般镇 1万人以下
李台、郭屯、七级、十五

里园、定水、高庙王、金
2.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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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营

5）综合交通规划

县域内干线公路网主要由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组成。一级公路服务于阳谷县

中心城区、石佛副中心和重点乡镇与聊城市区、周边县市的快速联系；二级公路

主要服务中心城区、石佛副中心对县域乡镇的辐射，以及重点乡镇间直接、快速

的联系。

一级公路：依托现状公路网，通过新建和部分路段的提级改造，形成“一环

三横四纵”的一级公路网格局。其中“一环”为中心城区环路；“三横”分别是

莘县—石佛副中心北—七级镇—东阿公路、S249 魏阳公路、G341 胶海公路；“四

纵”分别是聊城—定水镇—中心城区（与谷山路相接）、S242 临商公路、寿郭

公路、S246 临邹公路。

二级公路：依托现状公路网，通过新建和部分路段的提级改造，形成“两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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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纵”的二级公路网格局。其中“两横”分别为莘县外环—石佛副中心南、中心

城区—十五里园镇—张秋镇，承担中心城区、石佛副中心东西向与其他乡镇的联

系；“三纵”分别为七级镇—阿城镇—张秋镇、中心城区—李台镇—金斗营镇和

中心城区—寿张镇，主要承担中心城区南北向对县域乡镇的辐射，此外增强了七

级、阿城、张秋之间的便捷联系。

6）阳谷县水系

阳谷县金堤以南为金堤河水系，属黄河流域；金堤北为徒骇河水系，属海河

流域。阳谷县境内的主要河流水系有 7条，即：黄河、徒骇河、金线河、羊角河、

赵王河、古运河、金堤河，其中县境内集水面积大于 100 平方公里的支流为赵王

河、古运河、金线河 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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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城市性质

鲁豫交界地区中心城市，山东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商贸物流基地，山东西部

地区水浒、运河文化古城。

8）中心城区规模

近期（2022 年）中心城区人口为 25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29.78 平方公里。

远期（2035 年）中心城区人口为 35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 39.83 平方公里。

9）中心城区布局结构

规划中心城区空间结构为：“南怀北望聚双心、东跨西优展两翼、五湖相通

绿映城”。

南怀北望聚双心：规划设置两处城市主中心，即突出传统“怀古”主题的古

城商业旅游中心，及突出现代“望今”主题的城北综合服务中心；打造纵向城市

公共职能聚集轴，串联南北、新旧两个城市主中心。

东跨西优展两翼：产业在中心城区东西两翼集中布局，衔接区域交通联系主

通道。

五湖相通绿映城：以现状金水湖和紫汇湖为基础，规划修缮或新增位于古城

东部的东湖、古城西部的西湖、位于城北综合服务中心的北湖，形成“五湖”格

局。通过中心城区的南环渠、西环渠、斜店渠、黄河路水系、聊阳渠等水系网络，

将五处大型水面连通，并与城区外围水系相连，形成环状放射的中心城区水系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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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阳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阳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规划确定了县域范围内土地

用途，确定阳谷县域范围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

范围。规划对公墓进行选址时，需依据《阳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确定选址所属用地性质，判断其用地建设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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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殡葬事业发展概况及相关案例研究

4.1.我国殡葬事业发展概况

我国殡葬先后经历了改造旧殡葬业建立新业态、新秩序，奠定殡葬改革思想

基础，火化设施低水平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后建章立制奠定殡葬工作基础，新

时代呼唤殡葬治理现代化、催生高质量发展等阶段。

1950 年-1955 年，我国着力改造旧殡葬业，建立殡葬新秩序。在农村，配合

土地改革运动，群众“迁坟置地”“开荒扩田”；在城市，配合爱国卫生运动，

从公墓、寄柩所、寺庙等迁棺，并取缔或改造旧的杠房杠业，设立殡仪馆、火葬

场、殡仪服务公司等。截至 1956 年底，上海市殡葬服务机构达 216 家，北京市

达 39 家。

1956 年，毛泽东等 151 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签名倡议实行火葬，奠定了殡葬

改革的思想基础。此后 10 年间，在农村倡导火化的同时开展平坟运动，向墓地

要耕地；在城市则设立火葬场，号召公职人员去世后火化。截至 1966 年底，全

国有火葬场 87 个，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1966 年-1976 年，火化设施低水平高速度增长。全国大力兴建“5个人、5

亩地、5万元”的“三五场”或“8个人、8亩地、8万元”的“三八场”，火葬

场数量从 1966 年的 87 个增至 1979 年的 1608 个，火化设备为燃煤炉、高烟囱，

环保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改革开放后，殡葬工作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奠定工作基础，推动殡葬事业

步入快速发展轨道。1985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是首

个殡葬法规性文件。1997 年，国务院颁布《殡葬管理条例》，是首个殡葬行政

法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的出台则催生了公墓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迅

猛发展。1991 年，《民政部殡葬设备科研与生产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

纲要》出台；1989 年，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成立，为殡葬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2012 年，全国有 30 个省份实施了惠及低收入群众的惠民殡葬政策，在殡葬

领域有力增进了基本民生福祉。

进入新时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殡葬改革和殡葬事业发展的题

中应有之义，助推殡葬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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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改革举措连续出台，将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

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把殡葬改革纳

入全面从严治党重要内容作出部署，强化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基层

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在国务院第 628 号令废止民政部门对违规土葬行为可

以强制执法的规定后，在殡葬改革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引导群众树立正确丧

葬观，在丧葬活动中体现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

发展改革委、民政部、中国残联联合制订《“十三五”公共服务兜底工程实

施方案》，中央财政专项支持殡仪馆和公益性安放设施建设，带动地方政府加大

投入，各地殡葬基础建设步伐加快，弥补设施短板，为推进殡葬改革、提升殡葬

服务水平提供坚实保障。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

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互联网+殡葬服务”的行动方案》等一系列

制度的出台，把握了新时代殡葬事业改革发展的时与势，进一步明确了改革方向，

增强了殡葬改革动力，激发了殡葬事业发展活力。

开展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全国

80 个试点推出一批切口小、见效快的政策性创新，带动更大范围政策创制，如

浙江推行群众身后事一次性办结、上海搭建殡葬公共服务平台、北京推行自然葬

海葬等生态葬激励机制，解决了殡葬这一基本民生领域的许多操心事、烦心事。

这些改革创新经验的系统集成，可进一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成果。

与此同时，新时代我国殡葬事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问题治理是必须跨越的

关口。近两年来，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开展全国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违法

违规私建“住宅式”墓地等突出问题专项摸排，是在改革步入深水区、攻坚期、

窗口期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我国加快实现

殡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殡葬服务需要将更好地得

以满足。

4.2.公墓未来发展趋势

从近些年我国不断出台改革新举措、新制度、新政策来看，未来将逐步引导

广大人民群众转变传统的殡葬观念，树立文明、节俭、绿色、生态、节地的殡葬

新风，移风易俗，文明办丧、节约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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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墓安葬方式日趋生态、节地

未来公墓的主流安葬方式将由骨灰墓穴葬法转向少占地骨灰堂、骨灰塔、壁

葬、树葬、海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葬式葬法。

2、公墓将更具园林化、艺术化

近些年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园林式公墓，其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未

来公墓可通过墓葬类型多样化展示，营造园林境域，在园林化的墓地建设中注重

地域文化的表达。

4.3.先进地区案例研究

全国殡葬改革的“火车头”——沂水县，2017 年沂水县带头启动以基本殡

葬费全免为核心内容的改革，这既是一项民生工程、也是一项生态和经济工程，

为保障改革顺利实施和取得实效，沂水县结合县情、针对问题主要采取了以下措

施：

第一，规划先行，全县一盘棋统筹推进。改革之初，沂水县对全县殡葬设施

建设和群众殡改需求进行了充分调查摸底，并据此调整完善了全县公益性公墓建

设思路，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出台了《关于大力推动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下

发了《关于规范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的通知》等，明确了到 2020 年实现农

村公益性公墓全覆盖的工作目标、具体实施办法和规范标准等。

第二，以村为单位推进标准化公墓建设。该县出台的相关文件规定，村（社

区）标准化公益性公墓面积不小于 3亩，一般占地 10-20 亩（对土地较少或人口

较少的村实行多村联建），优先选择荒山、瘠地，不占耕地或少占林地，倡导树

葬、花葬、草坪葬、墓碑卧放等节地安葬方式，既方便群众祭祀，又保持与当地

生态相协调。为顺利推进改革，2016 年全县共投入资金 1200 万元，建成标准化

农村公益性公墓 38 处、墓穴 10320 个。

第三，推进标准化公墓墓穴建设。出台的相关文件规定，公墓墓穴单穴不超

过 0.5 平方米，双穴不超过 0.8 平方米，墓穴间距不超过 0.6 米；墓碑采用卧碑，

碑长不超过 60 厘米，碑宽不超过 50 厘米，厚度不超过 15 厘米，倾斜度不得超

过 15 度；墓前通道要进行硬化，墓区绿化覆盖率要达到 75%以上；每处公墓建

设看护房和防火水池等配套设施。通过这些措施，推动城乡公益性公墓向生态化、

节约化、园林化有序发展。

http://www.gongmutang.com/cemetery/mubei/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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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完善配套政策。在推进公墓建设方面，该县出台了优惠补助政策，对

按照标准和时间节点建设的公益性公墓，县财政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每处给予

5 万元至 15 万元的建设补助；同时，将公益性公墓建设纳入全县民生工程，建

设进度、成效由县绩考办跟踪督查，并作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进行考

核。在推动入公墓集中安葬方面，加强源头治理，县委县政府明确规定，推行公

益性公墓以后，县乡不再审批经营性公墓，严禁村集体和个人私自租售土地用作

墓地，并加强了大棺材制作查处、严禁基本农田内建坟等源头治理。在倡导“厚

养薄葬、丧事简办”文明丧葬之风方面，该县制定了《丧事简办参照标准》，提

出了“五提倡，一禁止”丧事简办具体要求，提出了“一会一约”（红白理事会

和村规民约）村级全覆盖，真正做到村里白事办理有标准，村民丧事简办不攀比、

易接受，村级组织发挥组织和监督作用有依据，让群众的事情自己管。

● 总结：

1）分级管控：乡镇级公益性公墓满足本乡镇居民殡葬需求；县级公益性公

墓服务城区居民需求；公益性公墓街镇全覆盖。

2）集约建设：墓碑一律采用卧碑，公墓双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0.8 平方米，

每亩地双穴不少于 200 套。

3）运营模式：政府成立下属管理机构直管。

4）建设资金投入模式：乡镇级公益性公墓由本级财政负责投资建设，上级

财政奖补的建设资金投入模式；县级公益性公墓由本级财政出资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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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益性公墓专题研究

5.1.公益性公墓概念

公益性公墓是指为公民提供骨灰安葬或安放的非营利性墓地和骨灰存放设

施，主要包括树葬公墓林、草坪葬、卧碑葬、壁葬、骨灰堂、骨灰塔等安葬设施

及海葬、骨灰撒散纪念设施。其中树葬、海葬、草坪葬、骨灰撒散、骨灰堂、骨

灰塔、壁葬、深埋不留坟头等骨灰安葬方式为节地生态葬式葬法。

5.2.选址与建设标准引导

5.2.1. 选址

公益性公墓规划选址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根据已有安葬设施情况和未来需

求预测，充分利用现有农村公益性墓地。依据《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第五条，

建设公墓应当遵循节约土地资源、扩大绿色空间、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基本需求、

方便群众和移风易俗的原则，充分利用用荒山、荒滩、废弃地、贫瘠地、未利用

地等劣质地进行规划和建设。禁止在下列区域建造公墓：

（一）耕地、林地；

（二）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

护区及边界外缘 2000 米；

（三）水库、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及边界外缘 2000 米；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边界外缘 500 米；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区域。

依据《山东省公益性公墓建设规划编制工作方案》鲁民函〔2019〕144 号中

规定可以在林地、 草地等适当场所划定一定区域，进行林地、草地和墓地复合

利用，实施生态安葬，但不得改变林地、草地用途。

依据《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第二十八和二十九条，公益性公墓应当按照节

约土地、保护耕地和林地、便于管理的原则，严格执行墓葬用地占地面积规定，

充分利用历史形成的墓葬点，利用荒山荒地或不宜耕种的瘠地进行规划和建设，

严禁占用耕地、林地。申请建立公益性公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公墓发展规划；

（二）公墓选址不在本办法第五条禁止建造公墓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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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公益性原则，严禁从事经营活动；

（四）墓穴小型化、墓区园林化，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75%，或绿地不低于 40%。

规划选址在满足以上要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状公墓进行整合、改造，避

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提高利用率，优先选用荒山、荒滩、废弃地、贫瘠地、未

利用地等劣质地进行公墓建设。同时还要尊重群众意愿，切实考虑群众的利益，

考虑规划建设的可实施性。

5.2.2. 建设标准

依据《关于加强全省公墓建设的意见》鲁民〔2014〕85 号、《山东省公益

性公墓建设规划编制工作方案》鲁民函〔2019〕144 号及《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

标准》等相关要求进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节约土地资源。

公益性公墓按照单个墓穴不超过 0.5 平方米、双墓穴不超过 0.8 平方米、墓

穴间距不大于 60 厘米、每亩单墓穴位不低于 400 个或双墓穴位不低于 200 个标

准规划；骨灰堂、骨灰塔、壁葬等骨灰安放设施按照每个格位不超过 0.25 平方

米标准规划。倡导地表不留坟头、不立碑，确需立碑的主要采取卧碑方式，碑长

不超过 60 厘米，碑宽不超过 50 厘米，厚度不超过 15 厘米，倾斜度不超过 15

度。

5.3.设施占地标准

5.3.1. 卧碑墓穴占地标准

《山东省公益性公墓建设规划编制工作方案》鲁民函〔2019〕144 号中规定

每亩单墓穴位不低于 400 个或双墓穴位不低于 200 个标准规划。

5.3.2. 骨灰堂占地标准

《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中规定，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骨灰

安放格位建筑的建筑面积/格位安放总量，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指标不

宜大于 0.25 平方米/格。并结合《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397-2016）》

中公墓内用地比例的相关规定，结合阳谷县实际情况确定规划骨灰堂每个格位均

占地约 0.5 平方米。

5.3.3. 其他节地葬占地标准

(1) 树葬

树葬指将骨灰直接安葬于地下墓穴中，或骨灰撒入被植树土壤中，旁边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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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标记。

(2) 花葬

花葬指将骨灰埋入选好的花坛中，做简单标记。

(3) 草坪葬

草坪葬指将墓穴设置于草坪地下，或骨灰撒入草坪土壤中，不设立式墓碑，

碑文刻于墓盖板上。

依据《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397-2016）》中对树葬和草坪葬

墓单元尺寸的规定，并结合已建公墓的建设情况，确定其平均每穴占地约 1.5

平方米。

5.3.4. 公益性公墓占地标准

根据《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397-2016）》和《山东省建设用

地控制标准（2019 年版）》中相关规定，一、二类公墓在满足公墓配置的各类

空间外，还宜包括前区广场、公祭活动区、中心绿地和展示区。具体各类公墓占

地标准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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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各类安葬方式比例标准

规划研读 《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关于倡导移风易俗推动绿色殡

葬建设的指导意见》（鲁厅字〔2019〕75 号）、《关于倡导移风易俗推动绿色

殡葬建设的实施意见》（聊办字〔2020〕1 号）等标准、文件中对生态节地安葬

的比例要求，并结合阳谷县实际情况，确定近期 2025 年、远期 2035 年的各类安

葬方式的比例。

近期至 2025 年，墓穴安葬（卧碑葬）所占比例 45%，节地生态安葬所占比

例 55%，其中骨灰堂占 54%，树葬、草坪葬等占 1%。

远期至 2035 年，墓穴安葬（卧碑葬）所占比例 35%，节地生态安葬所占比

例 65%，其中骨灰堂占 63%，树葬、草坪葬等其他节地生态葬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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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墓需求预测

6.1.公益性公墓需求预测

6.1.1. 人口规模预测

(1) 现状人口情况

自 1990 年以来，阳谷县户籍总人口呈现缓慢上升趋势。1990 年总人口为

719668 人，2014 年达到 808813 人，共增加 89145 人，年均增加 3714 人，年均

增长率为 4.88‰。2019 年 835000 人，2014-2019 年，年均增加 5237 人，年均

增长率为 8.0‰，人口增长呈加快特点。2019 年年末阳谷县户籍总人口约 83.5

万人，常住人口为 80.06 万人。

阳谷县历年人口及其变动情况

年份
户籍总人口

(人)
出生人数

(人)
死亡人数

(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机械增长率

(‰)
1990 719668 11962 4445 17.12 6.36 10.76 3.87

1991 733310 11103 4009 15.28 5.52 9.76 2.19

1992 740362 7205 3924 9.78 5.33 4.45 5.12

1993 743675 4646 3956 6.26 5.33 0.93 3.22

1994 741107 2568 3788 3.46 5.10 -1.64 -1.82

1995 740358 3626 3841 4.90 5.19 -0.29 -0.79

1996 741651 4491 4159 6.06 5.61 0.45 -0.21

1997 742496 6094 3931 8.21 5.30 2.91 -1.78

1998 744673 6556 3877 8.82 5.21 3.60 -0.68

1999 748818 7993 3898 10.70 5.22 5.48 0.07

2000 742008 7469 4090 10.02 5.49 4.53 -2.42

2001 745931 7841 3908 10.54 5.25 5.29 -0.01

2002 751456 7558 3691 10.09 4.93 5.16 2.21

2003 752928 6764 3573 8.99 4.75 4.24 -2.29

2004 754929 7617 4274 10.10 5.67 4.43 -1.78

2005 756496 6717 3838 8.89 5.08 3.81 -1.74

2006 760035 7082 3647 9.34 4.81 4.53 0.14

2007 779972 7254 4038 9.42 5.24 4.18 1.82

2008 786742 9236 4492 11.79 5.73 6.06 2.59

2009 796971 11514 4195 14.54 5.30 9.24 0.06

2010 804303 11012 4362 13.75 5.45 8.31 0.68

2011 812480 12206 5281 15.10 6.53 8.57 -0.16

2012 794838 10000 7192 12.44 8.95 3.49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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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户籍总人口

(人)
出生人数

(人)
死亡人数

(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机械增长率

(‰)
2013 795063 8426 4209 10.60 5.29 5.30 -5.02

2014 808813 20507 4836 25.35 5.98 19.37 -2.08

2015 813538 7758 4124 9.56 5.08 4.48 0.13

2016 820900 - - 16.60 4.93 11.67 -

2017 829900 - - - - - -

2018 834600 13740 5627 16.46 6.74 9.72 -0.41

2019 834950 10222 4305 12.24 5.16 7.08 -0.66

阳谷县 2015-2019 年常住人口情况

年份 常住总人口（万人）

2015 79

2016 79.63

2017 79.82

2018 79.89

2019 80.06

(2) 规划人口预测

依据《阳谷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远期（2035 年）县域常住总

人口 85 万人，县域城镇总人口为 49 万人，中心城区为 35 万人。

(3) 死亡人口预测

① 人口死亡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山东省统计局人口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死亡率从

2004-2008 年攀升到 7‰以上，2010-2019 年基本平稳，略有起伏，2019 年为

7.14‰；而山东省在 2010-2019 年间，则呈逐渐上升趋势，从 2011 年的 6.1‰

到 2019 年的 7.5‰。

而阳谷县的人口死亡率相较于全国和全省偏低，虽近几年有所增长，但还是

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值。阳谷县近五年平均死亡率则为 5.48‰，死亡率呈现缓

慢上升趋势。

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阳谷县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社会人口老龄化和农

村更加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影响，并保证本次规划留有一定计算弹性，

综合确定本次规划人口年平均死亡率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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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死亡人口预测

近期至 2025 年死亡人口预测，通过阳谷县近十年死亡人数可大致估算，阳

谷县年均死亡人数近期以5000人计算，则至2025年阳谷县死亡总数约3.0万人。

远期 2026-2035 年死亡人口预测根据阳谷县常住人口、年死亡率合理预测至

2035 年累计死亡人口数量。阳谷县常住人口根据预测的 2035 年的常住人口规模

和现状常住人口预测年平均人口数量为 82.5 万人，则远期年均死亡人数以 5800

人计，则至 2035 年阳谷县死亡总人数为 8.8 万人。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死亡人口预测结果：至 2035 年，预计死亡人口 8.8 万

人。

6.1.2. 需求总量预测

阳谷县公益性公墓需求总量预测，主要分析规划区内新增骨灰安置总量、现

状公墓拆迁和现状散坟迁移的墓穴数量，进行梳理叠加，预测出满足本规划范围

规划期内骨灰安置总量。通过现状摸底调研及与相关部门对接，顺应群众意愿，

对现状不符合规划的公墓采取规划期内保留现状，进行美化绿化改造，使其达到

生态环保要求。故本次需求总量预测不考虑现状公墓迁移安置数量。

(1) 县域范围内新增骨灰安置总量

根据死亡人口预测，得出至 2025 年，规划新增骨灰安置总量为 3.0 万个，

至 2035 年，规划新增骨灰安置总量为 8.8 万个。

根据《关于加强全省公墓建设的意见》及《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

标 182-2017）中关于公墓需求预测，需以 20 年为一个使用周期来进行测算的原

则，则新增骨灰安置总量为 11.12 万个。

(2) 现状散坟迁移的墓穴数量

根据对阳谷县现状散坟进行全面摸底，预测至 2035 年需要散坟迁移的墓穴

数量约 12.5 万个，其中近期散坟平迁数量约 5 万个。规划期内散坟迁移工作可

结合相关建设、治理行动进行，迁移数量可根据实际进行调整确定。

综上分析，预测至 2035 年骨灰安置总量为：

阳谷县域范围内新增骨灰安置总量+需要平迁散坟的墓穴数量=

（11.12+12.5）=23.62 万个

充分考虑未来发展需求，至 2035 年总安置量在总需求的基础上，预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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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性控制量。综上分析，规划骨灰安置总量约 26 万个。

6.1.3. 阳谷县各街道、乡镇公墓需求量预测

规划根据各街道、乡镇的现状人口、规划发展、现状散坟情况等预测其具体

需求量。

街道/乡镇 预测规划

期末人口

（万人）

规划期间

年均人口

（万人）

预测死亡人

口骨灰安置

数量（万个）

规划期内需平

迁散坟的墓穴

数量（万个）

预测 2035 年公

墓安置总量（万

个）

博济桥街道

37 26 3.11 4.05 7.87侨润街道

狮子楼街道

阎楼镇 2.18 3.70 0.56 0.67 1.35

安乐镇 1.60 2.71 0.41 0.5 1.00

石佛镇 9.00 6.42 0.77 1.00 1.95

西湖镇 1.61 2.73 0.41 0.41 0.90

大布乡 1.54 2.62 0.40 0.33 0.80

定水镇 2.00 2.48 0.36 0.44 0.88

郭屯镇 2.00 2.52 0.36 0.36 0.80

七级镇 2.63 3.28 0.47 0.47 1.03

阿城镇 5.3 6.03 0.84 0.84 1.85

张秋镇 3.91 4.45 0.64 0.64 1.40

十五里园镇 3.18 3.97 0.57 0.57 1.25

寿张镇 5.63 6.41 0.90 0.90 1.98

李台镇 2.51 3.13 0.45 0.45 1.00

金斗营镇 2.16 2.62 0.38 0.38 0.84

高庙王镇 2.75 3.43 0.49 0.50 1.10

总计 85 82.5 11.12 12.5 26

6.2.公益性公墓用地规模控制

(1) 近期用地需求

规划预测至 2025 年共需骨灰安置总量约 8 万个，按照墓穴安葬所占比例

45%，节地生态安葬所占比例 55%，其中骨灰堂占 54%，树葬、草坪葬等占 1%，

考虑近期新增死亡人口不考虑合葬，进行综合计算，则共需约 11.42 公顷。

(2) 远期用地需求

远期至 2035 年，规划预测骨灰安置总量为 26 万个，按照墓穴安葬（卧碑葬）

所占比例 35%，节地生态安葬所占比例 65%，其中骨灰堂占 63%，树葬、草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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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节地生态葬占 2%，进行综合计算，则共需约 31.02 公顷。

第七章 公墓布局规划

7.1.公墓分类与分级规划

根据对阳谷县殡葬设施现状及未来发展需要，公益性公墓的建设需满足全阳

谷使用。通过对阳谷县居民对不同安葬设施的接受程度，本次规划的公益性公墓

的安葬方式主要为卧碑葬、骨灰堂、树葬公墓林等，则按照公墓的建设方式分，

可分为公墓与骨灰堂。

通过对阳谷县公墓现状调研，规划确定阳谷县公益性公墓采用县级-乡镇（街

道）级-社区级三级模式，居民安葬主要就近通过所在的镇的镇级公墓和社区级

公墓进行安置，同时设置县级公益性公墓，主要服务于阳谷县中心城区。

7.2.总体布局规划

规划基于阳谷县人口分布特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发

展需求等多方面的因素，结合社区规划，统筹考虑，合理布局各级各类公墓设施。

原则上以镇行政区划为单元均衡配置，一个镇有一处镇级公墓和若干个社区级公

墓，鼓励打破镇限制进行布局，原则上镇级和社区级公墓的服务半径为 5公里。

县级公益性公墓主要服务阳谷县中心城区。

公墓选址在满足各项规范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尊重群众意愿，切实考虑群众

的利益，考虑规划建设的可实施性，选择公墓位置，确定其服务范围，并根据服

务范围内人口数量确定公墓占地大小。

本次规划共规划公益性公墓 59 处，其中县级公益性公墓 1处，乡镇级公益

性公墓 14 处，社区级公墓 44 处。现状保留 10 处、现状扩建公墓 16 处，规划新

建公墓 33 处，规划骨灰安置总量为 26 万个。具体分布详见阳谷县公益性公墓规

划图。

7.3.分区引导

通过对阳谷县现状殡葬设施摸底调查，了解到阳谷县缺乏殡仪服务中心，规

划结合新建县级公益性公墓，建设一处殡仪服务中心，占地 2.1 公顷，以满足殡

葬服务需求。

公墓部分主要服务于中心城区。由于县级公墓位于西湖镇，西湖镇的镇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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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结合县级公墓建设。县级公益性公墓安置量约为 7.3 万个，总占地 12.65 公顷

（含殡仪服务中心）。

(1) 中心城区（狮子楼街道办事处、博济桥街道办事处、侨润街道办事处）

狮子楼街道办事处、博济桥街道办事处、侨润街道办事处的镇级公墓结合县

级公益性公墓进行合建。狮子楼街道办事处共规划 4处社区级公墓，3处为现状

保留，1处为规划新建。侨润街道办事处规划 2处社区级公墓，1处为现状扩建，

1处为现状保留。博济桥街道办事处规划 2处社区级公墓，为现状保留。具体详

见远期公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阳谷中心城区、西湖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2) 阎楼镇

阎楼镇共规划 3 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2 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

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阎楼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3) 安乐镇

安乐镇共规划 2处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安乐镇公益

性公墓规划图。

(4) 石佛镇

石佛镇共规划 4 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3 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

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石佛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5) 西湖镇

西湖镇共规划 3 处公墓，1处县级公墓，2 处社区级公墓，考虑到阳谷县县

级公墓选址在西湖镇，本着节约用地，复合利用的原则，西湖镇镇级公墓与县级

公墓合建。具体详见远期公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阳谷中心城区、西湖镇公益性

公墓规划图。

(6) 大布乡

大布乡共规划 2 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1 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

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大布乡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7) 定水镇

定水镇共规划 4 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3 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

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定水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8) 郭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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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屯镇共规划 2 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1 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

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郭屯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9) 七级镇

七级镇共规划 2 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1 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

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七级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10) 阿城镇

阿城镇共规划 5 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4 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

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阿城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11) 张秋镇

张秋镇共规划 4 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3 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

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张秋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12) 十五里园镇

十五里园镇共规划 3处公墓，1 处镇级公墓，2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

期公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十五里园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13) 寿张镇

寿张镇共规划 6 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5 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

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寿张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14) 李台镇

李台镇共规划 2 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1 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公

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李台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15) 金斗营镇

金斗营镇共规划 6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5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

公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金斗营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16) 高庙王镇

高庙王镇共规划 3处公墓，1处镇级公墓，2处社区级公墓。具体详见远期

公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及高庙王镇公益性公墓规划图。

阳谷县各街道、乡镇规划公墓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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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公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

编号
街道

公墓名称
规划公墓

等级

规划用地性

质
服务范围

规划用地面

积
公墓安置

量（个）

主要安葬方

式
备注

乡镇 （公顷）

1

侨润街道

侨润公墓 社区级 一般农田
侨润街道办

事处
0.7 70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2 谷庄公墓 社区级 建设用地 - - - 墓堂合一
现状保

留

3

狮子楼街

道

西街骨灰堂 社区级 建设用地
西街、西汉

庄
- 3000 骨灰堂

现状保

留

4 崔王骨灰堂 社区级 基本农田 其他社区 0.33 6000 骨灰堂
规划新

建

5 崔王公墓 社区级 基本农田 - - - 立碑
现状保

留

6 石皋窑公墓 社区级 基本农田 - - - 立碑
现状保

留

7
博济桥街

道

岳海公墓 社区级 基本农田 - - - 立碑
现状保

留

8 柴庄骨灰堂 社区级 建设用地 - - - 骨灰堂
现状保

留

9

阎楼镇

四合公墓 社区级 自然保留地

骆驼巷社

区、四合社

区、关庄社

区

0.32 1920 卧碑
规划新

建

10 后张岩寨公墓 社区级 一般农田
赵海社区、

姜庙社区
0.4 404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11 赵堂公墓 镇级 设施农用地
阎楼社区、

三教寺社区
1.05 755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12 安乐镇 刘品公墓 镇级 一般农田

安镇社区、

七里河社

区、东李楼

社区

1.14 100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13 董营公墓 社区级 建设用地 - - - 骨灰堂
现状保

留

14 石佛镇 王楼公墓 社区级 建设用地

前洪社区、

陈集社区、

廉庄社区

- 4500 墓堂合一
现状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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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前陈海公墓 社区级 建设用地
陈海社区、

廉庄社区
0.8 3480 卧碑

现状扩

建

16 石佛镇公墓 镇级 基本农田 - - 9000 墓堂合一
现状保

留

17 青杨李骨灰堂 社区级 一般农田
青杨李社

区、
0.13 2600 骨灰堂

规划新

建

18

西湖镇

大王楼公墓 社区级 林地 西湖镇 0.3 1500 卧碑
规划新

建

19 西聂公墓 社区级
建设用地、林

地
西湖镇 0.46 1980 卧碑

现状扩

建

20 阳谷县公墓 县级、镇级 建设用地

狮子楼、侨

润、博济桥

办事处、西

湖镇

12.65 730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21

大布乡

刘胡同公墓 镇级 一般农田

李楼社区、

刘胡同社

区、吕超凡

村社区

0.82 50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22 董庄公墓 社区级 设施农用地 李堂村社区 0.17 30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23

定水镇

李八堤口公墓 社区级 林地
石海社区、

五杨社区
0.56 32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24 定水镇公墓 镇级 自然保留地
定水社区、

坡里社区
0.45 26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25 吴楼骨灰堂 社区级 一般农田 双楼社区 0.1 1500 骨灰堂
规划新

建

26 康泓骨灰堂 社区级
一般农田、设

施农用地
康泓社区 0.11 1500 骨灰堂

规划新

建

27

郭屯镇

于庄骨灰堂 社区级 园地
苑店社区、

赵园社区
0.13 2600 骨灰堂

规划新

建

28 邓楼公墓 镇级
林地、基本农

田

九杨社区、

王顶社区、

郭屯社区

0.81 54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29

七级镇

桑庄公墓 社区级
一般农田、建

设用地

三里社区、

七级社区
0.8 4500 卧碑

规划新

建

30 七三公墓 镇级 一般农田

郎湾社区、

三合社区、

孙楼社区、

前王社区

0.32 50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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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阿城镇

范海公墓 社区级 建设用地 范海社区 0.34 342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32 李炉公墓 社区级 一般农田
孙楼社区、

常楼社区
0.35 35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33 雷庄公墓 社区级 坑塘水面 闫庄社区 0.3 288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34 海会寺公墓 镇级 林地

阿城社区、

马湾社区、

颜营社区、

阿胶社区

0.25 45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35 王楼公墓 社区级 一般农田 杨尧社区 0.38 37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36

张秋镇

小闫楼公墓 镇级 林地 张秋镇 0.33 60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37 北海子公墓 社区级 建设用地 张秋镇 0.33 33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38 前海公墓 社区级 林地 - - 1300 墓堂合一
现状保

留

39 史塘公墓 社区级 林地 张秋镇 0.21 28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40

十五里园

镇

十五里园镇公

墓
镇级 林地

十五里园社

区、大丰社

区、王坑社

区

1.18 78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41 叶街公墓 社区级 林地

狮子阁社

区、朱坊社

区

0.3 1500 卧碑
规划新

建

42 贾垓公墓 社区级 林地 贾垓社区 0.33 32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43

寿张镇

杨松林公墓 社区级 林地 冀王社区 0.41 2000 卧碑
现状扩

建

44 周庄公墓 镇级 一般农田
四棚社区、

薛王社区
0.33 60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45 阎集公墓 社区级 林地 阎集社区 0.13 20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46 辛庄公墓 社区级 一般农田 毛庙社区 0.46 2300 卧碑
规划新

建

47 河旅店公墓 社区级 设施农用地 沙河社区 0.13 20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48 北崔公墓 社区级 林地
武堂社区、

寿张社区
0.13 21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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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李台镇

王申楼公墓 社区级 坑塘水面

贾海社区、

杨店社区、

王堤社区

0.33 23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50 关门口公墓 镇级
林地、基本农

田、水域

关门口社

区、赵台社

区、祝口社

区

0.53 770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51

金斗营镇

张堤公墓 社区级 林地 张炉社区 0.18 780 卧碑
规划新

建

52 吴台三公墓 社区级 林地 吴台社区 0.18 780 卧碑
规划新

建

53 金斗营公墓 镇级 一般农田 金斗营社区 0.35 2340 墓堂合一
现状扩

建

54 斗虎店骨灰堂 社区级 林地 斗虎店社区 0.1 1500 骨灰堂
规划新

建

55 子北骨灰堂 社区级 林地 子路堤社区 0.1 1500 骨灰堂
规划新

建

56 莲花池骨灰堂 社区级 林地 莲花池社区 0.1 1500 骨灰堂
规划新

建

57

高庙王镇

苦水王公墓 社区级 林地

朱施董社

区、周庄社

区

0.32 50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58 范庄公墓 社区级 一般农田 仓上社区 0.07 15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59 邵楼公墓 镇级 林地

高庙王社

区、邵楼社

区

0.32 5000 墓堂合一
规划新

建

7.4.建设引导

7.4.1. 分类建设引导

本次规划对阳谷县各街道、乡镇及村庄现有公墓进行摸底排查，对于符合规

划选址要求的现状公墓，进行改造、提升，加强存量现状公墓的利用，并通过引

导，加快推进树葬公墓林等节地生态葬，在现有公墓基础上规划建设树葬纪念林、

骨灰堂等，逐步实现现状公墓的复合利用。

规划对现状公墓和新建公墓进行分类引导，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保留——对不符合公墓建设要求的，现状保留，不进行扩建，适时闭园，并

进行生态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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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符合规划原则、具备扩建条件的现状公墓允许扩建，增加墓园规划

用地面积和墓穴数量。

新建——指根据公墓需求预测，规划需要新建的公墓。

7.4.2. 建设标准引导

(1) 公益性公墓

1 保留、扩建型公墓

重点进行环境、配套设施、交通设施改善，增大墓园绿化覆盖率，实现生态

化改造目标。

2 新建型公墓

新建公墓按照《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和《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规范的要求进行建设，节地生态、绿色环保。公墓中骨灰安葬方式以骨灰

堂、卧碑葬、树葬、花葬、草坪葬等方式为主，地表不留坟头。倡导地表不留坟

头、不立碑，确需立碑的主要采取卧碑方式，碑长不超过 60 厘米，碑宽不超过

50 厘米，厚度不超过 15 厘米，倾斜度不超过 15 度， 单个墓穴不超过 0.5 平方

米、双墓穴不超过 0.8 平方米、墓穴间距不大于 60 厘米。公墓墓区园林化，绿

化覆盖率不低于 75%，或绿地不低于 40%。相关停车位设置、配套设施及无障碍

设计等要求参照《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397-2016）》执行。

(2) 公益性骨灰堂

1 保留、扩建型骨灰堂

重点进行环境提升和交通设施改善，增大墓园绿化覆盖率，实现生态化改造

目标。

2 新建型骨灰堂

新建公墓按照《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和《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规范的要求进行建设，节地生态、绿色环保。公墓中骨灰安葬方式以骨灰

堂、树葬、花葬等方式为主，不设置墓穴安葬方式。

格均建筑面积：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不超过 0.25 平方米。

相关停车位设置、配套设施及无障碍设计等要求参照《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

设计规范（JGJT397-2016）》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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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近期建设指引

规划近期为 2020-2025 年，规划任务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倡导移风易

俗推动绿色殡葬的建设，建立公益性惠民殡葬服务体系，提升阳谷县整体殡葬公

共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基本的殡葬需求。通过建设新的公益性公墓，打造一批示

范性节地生态绿色公益性公墓，达到树样板、带全盘的效果。开展散埋乱葬治理

活动，结合实际，对散埋乱葬坟墓进行分类整治，可采取迁移绿化改造等方式，

实现公墓园林化。

规划结合近期需求总量，阳谷县各街道、乡镇实际情况，确定近期公墓建设

情况。详见近期公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

近期公益性公墓规划一览表

编

号

街道

乡镇

公墓名

称

规划公

墓等级

规划用地

性质
服务范围

规划用地

面积

（公顷）

公墓安

置量

(个)

公墓形式 备注

1 阎楼镇
赵堂

公墓
镇级

设施农用

地

阎楼社区、三教寺

社区
1.05 7550 墓堂合一

现状

扩建

2 安乐镇
刘品

公墓
镇级 一般农田

安镇社区、七里河

社区、东李楼社区
1.14 10000 墓堂合一

现状

扩建

3 石佛镇
前陈海

公墓
社区级 建设用地 陈海社区 0.80 3480 卧碑

现状

扩建

4

西湖镇

西聂

公墓
社区级

建设用

地、林地
西湖镇 0.46 1980 卧碑

现状

扩建

5
阳谷县

公墓

县级、

镇级
建设用地

狮子楼、侨润、博

济桥办事处、西湖

镇

2.3 15000 墓堂合一
规划

新建

6 大布乡
刘胡同

公墓
镇级 一般农田

李楼社区、刘胡同

社区、吕超凡村社

区

0.82 5000 墓堂合一
现状

扩建

7 定水镇
定水镇

公墓
镇级

自然保留

地

定水社区、坡里社

区
0.45 2600 墓堂合一

现状

扩建

8 郭屯镇
邓楼

公墓
镇级

林地、基

本农田

九杨社区、王顶社

区、郭屯社区
0.81 5400 墓堂合一

现状

扩建

9 七级镇
七三公

墓
镇级 一般农田

郎湾社区、三合社

区、孙楼社区、前

王社区

0.32 5000 墓堂合一
规划

新建

10

阿城镇

范海

公墓
社区级 建设用地 范海社区 0.34 3420 墓堂合一

规划

新建

11
李炉

公墓
社区级 一般农田

孙楼社区、常楼社

区
0.35 3500 墓堂合一

规划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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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秋镇
小闫楼

公墓
镇级 林地 张秋镇 0.33 6000 墓堂合一

现状

扩建

13
十五里

园镇

贾垓公

墓
社区级 林地 贾垓社区 0.33 3200 墓堂合一

规划

新建

14

寿张镇

杨松林

公墓
社区级 林地 冀王社区 0.41 2000 卧碑

现状

扩建

15
周庄公

墓
镇级 一般农田

四棚社区、薛王社

区
0.33 6000 墓堂合一

现状

扩建

16 李台镇
王申楼

公墓
社区级 坑塘水面

贾海社区、杨店社

区、王堤社区
0.33 2300 墓堂合一

现状

扩建

17
金斗营

镇

张堤

公墓
社区级 林地 张炉社区 0.18 780 卧碑

规划

新建

18
金斗营

公墓
镇级 一般农田 金斗营社区 0.35 2340 墓堂合一

现状

扩建

19
高庙王

镇

邵楼

公墓
镇级 林地

高庙王社区、邵楼

社区
0.32 3100 墓堂合一

规划

新建

第九章 规划实施建议

一、充分体现公益属性

殡葬是民生大事，实现“逝有所安”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

重要内容。加强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设，以划拨等方式保障用地，禁止将公

益性公墓（骨灰堂）变更为经营性公墓（骨灰堂）。

把惠民殡葬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范围，推动实现基本殡葬服务普惠

性、均等化，不断满足群众基本殡葬需求。

二、建立长效管理、分级管理机制

实行分级管理，建立公墓建设从规划、审批、建设、运营到维护管理的全过

程领导管理机制。有效保证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和征地拆迁村群众墓地的安置。

公墓选址建设地点，规划用地性质不能进行建设的，应先进行土地调整，方

可进行下一步建设项目安排。

三、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强化资金保障

为保证公益属性，公墓建设管理经费必须坚持财政投入为主，鼓励企业、社

会组织和个人捐助、捐建，不得与其他人进行合资、合作。要保证公墓（骨灰堂）

所在村庄的村民权益，给予适当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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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力发展绿色殡葬，落实惠民便民政策措施

因地制宜，积极推进树葬、海葬、骨灰撒散、花坛葬、草坪葬、骨灰堂、壁

葬、深埋不留坟头等绿色生态安葬，引导群众将绿色殡葬理念贯穿到殡葬全过程。

学习先进地区惠民殡葬经验，落实基本殡葬公共服务免费政策基础上，创造条件

为群众免费提供节地生态绿色公益性公墓，对选择树葬、骨灰撒散、海葬、草坪

葬、骨灰堂、骨灰塔、壁葬等绿色安葬的家庭给予一次性奖励。

五、提升“互联网+殡葬服务”水平

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要应用“山东省殡葬管理信息系统”在线办理服务

和公墓建设申报、审批和年检，采集公墓基础数据信息，加快实现殡葬管理服务

信息化、网络化和规范化。提供远程告别、网上祭奠、网上预约等线上线下互动

服务，实现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服务承诺、监督方式、服务规范等

网上公开，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化服务，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六、切实强化舆论宣传引导

积极宣传殡葬法律法规，发挥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示范带头作用，充分

发挥村居红白理事会作用，结合当地风俗和历史文化传统，建设有阳谷特色的殡

葬文化，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绿色文明殡葬，逐步从注重实地实物祭扫转移到以精

神传承为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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