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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项目的目的在于加快生态城市建设，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协调发展。作为东阳市民政局主导下的民生工程，项目

通过生态公墓的建设，积极推进殡葬改革，确保重点项目规划区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同时用文化改革殡葬，以殡葬发展文化。在尊重

当地本土特色的前提下，建设符合人性化、绿色生态化的工程设施，宣扬绿色文明的生态殡葬氛围。将殡葬当成文化建设来做，将供逝

者安息的陵园，建设成生态安葬改革示范点，从而妥善处理逝者与生者的用地矛盾问题。既厚待子孙，也不薄先人，这也是项目规划设

     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民政部等九部委《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 号）和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的意见》（浙委办发【2014】72 号）等法规和文件精神，2021 年 2 月，东阳出台了《东

阳市全面推行节地生态葬法的实施意见》，明确新建骨灰存放设施以骨灰存放堂、节地生态公墓为主，采取树（花）葬、草坪葬、撒散

等节地生态葬法。

     此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发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 :

一、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农村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二、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广积分制、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做法，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

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根据东阳市“567+N+X”殡葬工作规划，对东阳市生态公墓进行布点，市级公墓1个、镇级公墓 31 个、村级墓地914个、骨灰堂 

16 个，已饱和的现有公墓，在符合条件的经审批后可扩建，对公墓的发展方向、控制要求提出控制指标，为下一阶段公墓建设提供依

据。从而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墓设施，满足群众殡葬需求，逐步普及树葬、花坛葬、壁葬、草坪葬、卧碑葬等生态葬，促进绿色殡葬

改革。在此背景下，特编制本生态公墓用地选址规划，从而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推行绿色殡葬，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计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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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2021—2035 年）》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为贯彻《殡葬管理条例》《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落实民政部等 16 个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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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相关要求，确保我市殡葬事业健康发展，通过编制《东阳市殡葬设施建设专项

规划（2021—2035 年）》，补充现有公墓规划，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推行绿色殡葬，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加大节地生

态安葬公共服务设施有效供给，保障群众基本殡葬需求。

二、方案出台的必要性
    1. 建设背景。在殡改的推进过程中，落实民政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保障群众基本安葬需求，坚持节约土地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把以民为本、生态文明的理念贯穿殡葬改革全过程，加强政策激励引导，加大节地生态安葬公共服务设施有效供给，

使满足安葬需求与保护资源环境协调推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从而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推行绿色殡葬，保护土

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2. 发展目标。 结合东阳市殡葬发展现状，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殡葬改革的要求，全面提升殡葬管理和服务水平，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殡葬服务需求，打造与东阳市殡葬改革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城市社会殡葬服务体系，促进社

会殡葬事业的良性发展，实现“节地安葬、生态安葬”的总体目标，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墓设施，满足群众殡葬需求，逐步普

及卧碑葬、树葬、草坪葬等生态葬法，促进绿色殡葬改革。全面建立健全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殡葬服务网络和高效有序的殡葬

管理体制，基本实现“七化”目标，即：城乡居民基本殡葬服务均等化、殡葬服务优质化、殡葬管理规范化、殡葬改革有序化、

骨灰处理生态化、殡葬习俗文明化和殡葬设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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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化 艺术化 公益化 立体化 信息化

       编制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的目的在于加快生态城市建设，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协调发展，并积极推进殡葬改

革，确保重点项目规划区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同时用文化改革殡葬，以殡葬发展文化，在尊重本土特色的前提下，建设符合人性化、

绿色生态化、公园化的殡葬设施，宣扬绿色文明的生态殡葬氛围，从而妥善处理逝者与生者的用地矛盾问题。

       规划提出公益性公墓布局引导方式主要有四大类型：改建升级、选址新建、整治提升、闭园搬迁。

规划指导思想一 . 总则   

      本次规划设计符合国家、省市有关城市规划、村镇规划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方针、政策。按照节地生态、绿色环保、园林艺术的要求，

对东阳市殡葬设施进行布点，并对殡仪馆与公墓的发展方向、控制要求提出控制指标，为下一阶段建设提供依据。

       从而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殡葬设施，满足群众殡葬需求，逐步普及树葬、花坛葬、壁葬、草坪葬、卧碑葬等生态葬，促进绿色殡葬

改革，将东阳市殡葬事业提升新的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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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编制覆盖东阳市管辖范围内。

项目名称：

规划期限：

     东阳市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2021—2035年）

      本规划期限为 2021 年至 2035 年。

      节地生态安葬点（包括公墓、骨灰堂、骨灰塔、骨灰楼、以及骨灰入土植树纪念林、纪念花坛等）。

      符合国家、省市有关城市规划、村镇规划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方针、政策，并满足东阳市的意向要

     坚持政府主导、节地生态、因地制宜、总量控制、公益惠民原则，各市、县 ( 市、区 ) 要依据现行的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统筹考虑公益性公墓建设规划布局和辖区人口数量、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因素。

规划对象：

求，按照节地生态、绿色环保、园林艺术的要求。根据东阳市“567+N+X”殡葬工作规划，对东阳市生
态公墓进行布点，市级公墓 1 个、镇级公墓 31 个、村级墓 地 914 个、骨灰堂 16 个，已饱和的现有公墓
，在符合条件的经审批后可扩建，对公墓的发展方向、控制要求提出控制指标，为下一阶段公墓建设提供依
据 ,从而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墓设施，满足群众殡葬需求，逐步普及树葬、花坛葬、壁葬、草坪葬、卧
碑葬等生态葬，促进绿色殡葬改革。

总体要求：

规划目标：

规划范围、期限及目标一 .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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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依据

·《殡仪馆建筑设计规范》（民政部）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2024）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生态公墓建设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19)（2019 年版）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GB51348-2019)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

·《公墓和骨灰楼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397）

·《浙江省公益性节地生态公墓、骨灰堂建设管理标准（试行）》

一 . 总则   

法律法规国家及行业标准

相关政策文件

·《殡葬管理条例（2012 年修正本）》（国务院令第 628 号）

·《殡葬事业单位管理暂行办法》（民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43 号）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第    35 号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

·《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

·《浙江省公益林管理办法》（2009）

·《浙江省殡葬事业单位管理暂行办法》

·《浙江省公墓管理办法（2006 修订）》（省政府令第 2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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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中办发〔2013〕23 号）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 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 的通知》（民

办函〔2017〕2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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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 号）

·《关于推进新时代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浙委发〔2019〕27 号）

·《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生态墓地（骨灰存放处）

规划的通知》（东政办发〔2011〕1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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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现状图二 . 殡仪馆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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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理念

 设计追求一种新型的现代殡仪馆的建设与服务理念，以打造一个集现代、智能、人文、生态为一体的生命祭悼场所为目标。秉承 “绿

色殡葬”、“低碳殡葬”、“人文殡葬”的理念，充分考虑国家的土地使用原则、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要求、殡仪馆服务内容、东阳市当地的丧

葬习俗、经济和人口发展状况等因素，集遗体火化、骨灰寄存于一体的示范性殡仪馆。

（二）设计目标

1. 现代：

 将东阳殡仪馆建设成为一座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符合高科技的现代化殡仪馆园区。通过现代化科技监视、控制于段，采用计算机

网络对楼宇机电设备及其系统进行最佳控制。

2. 智能：

 殡仪馆搭建智能管理系统，为殡仪馆数字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提高殡仪工作效率，推动殡葬改革进程。数字化殡仪馆信息管理平台

以数据共享为基础、以智能系统为支撑、以大数据分析为目标的统一数字管理模式，使殡仪服务实现网络化、信息化、流程化管理 , 真正

做到便民利民。

3. 人文：

 建筑外形设计上承古创新，融入东阳当地古建民居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现代建筑创作的源泉。要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也

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建筑本土化，与各地民居建筑文化和人居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

 建筑塑造的情感氛围上，因为此次设计项目为特殊的殡仪馆建筑，通常在葬礼过程中，会有三个关键时刻：朋友和家人的聚会，实际

的纪念仪式，以及社交时间。建筑空间的营造为不同的使用功能创造不同的环境氛围。

4. 生态：

遵循尊重自然原则，以减少开挖土方量为重要的设计原则。建筑体量融入当地自然环境，造型符合当地建筑文化。

（三）功能布局

建设包括业务区、 遗体处理区、悼念区、火化区、骨灰寄存区、祭扫区、集散广场、后勤管理区等功能的殡仪馆。

二、殡仪馆建设标准 建设理念



12

（四）交通流线

1. 规划原则

  道路规划力求形成主次分明，生死分离，联系便捷的道路系统，使各分区都能得到有效组织，并将自然景观融入其中。

（1）统一性原则：

  遵循组织交通、合理分区、创造观景的三统一原则进行路网规划。

（2）安全性原则：

以人为主、人车分流，限制车行区域，减少相互交叉。

（3）便捷性原则：

   按交通类型分类，以各自交通便捷性为前提，尽量直达。

（五）景观系统

 园区整体注重植被的季相、色相、树形及轮廓线的变化有致，形成颇具特色的种植景观。灌木和乔木根据不同的季节，错落穿插地选

用不同的树种，结合乡土树种，结合园区原有苗木，随着四季变化，演绎不同的风采。规划整体绿化系统按照点、线、面三个层次进行，

结合建筑小品、园路景观进行处理。

 中心集散广场：通过绿化、鲜花、树丛隔挡分区，制造出一个个小的景观节点，建筑与景观和谐交融，借助景观和建筑节点的精心设

计，打造出层次丰富、灵动融通的空间形态，供亲人家属有一个沉思、舒缓心情的空间。广场作为进入殡仪馆的序言，营造安静的氛围，

提前让人进入情绪当中。

主道路：周边种植绿化组团，提升道路周边景观形象。

入园道路：两侧种植樱花，可在清明祭扫期间形成樱花景观大道。通过绿化、鲜花、树丛隔挡分区，制造出一个个小的景观节点，建

筑与景观和谐交融，借助景观和建筑节点的精心设计，打造出层次丰富、灵动融通的空间形态。 

预留绿地区：作为游园使用，植被疏密有致，适于游览，具有导向作用。

基础绿地：沿建筑及景观周边因地制宜种植大小乔木及地被花卉，减少灌木层植被，形成疏朗明亮的通透型的植物种植空间。

（六）道路设计

对园区的道路、给水、排水、电力等配套服务设施进行建设，确保火化、管理、接待、祭扫等功能的良好运行。

二、殡仪馆建设标准 配套设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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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公墓建设标准 规模测算

1. 按公墓等级，分为市区级、乡镇级和村级。
2. 按公墓的经营模式，分为经营性与公益性；公益性公墓包括城市公益性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墓地。
3. 按公墓的建设方式分，分为公墓与骨灰存放处。 
根据骨灰安置规划总量并兼顾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生态公墓公墓分为四类。生态公墓的建设规模应根据
骨灰安置总量确定，并与服务人口数量、 年死亡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相协调。
生态公墓的墓穴安葬数量不宜高于骨灰安置总量的 40％，其建设规模分类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生态公墓建设规模分类

注：

（1）骨灰安置总量的测算公式为：骨灰安置总量（个）= 公益性公墓服务区域常住人口数量

（人）x 人口年死亡率 x20（个 / 人）x50%。      

其中，系数 20 表示服务年限为 20 年。             

（2）生态公墓的最大建设规模不宜超过一类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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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公墓由墓地建筑、房屋建筑、建筑设备及场地等构成。

生态公墓墓地建筑包括骨灰安置墓穴建筑和骨灰安放格位建筑。骨灰安置墓穴包括独立墓穴和合葬墓穴。骨灰

安放格位建筑包括骨灰堂、骨灰楼、骨灰廊、骨灰墙、骨灰亭、骨灰花坛等。

生态公墓房屋建筑包括业务用房、管理用房和附属用房。

生态公墓建筑设备包括建筑给排水，建筑通风、建筑照明、建筑采暖、建筑电气等设备。

生态公墓场地包括集散广场、祭扫场地、绿地、道路及公共停车场等。

      对于新建生态公墓的占地面积以 30 亩～ 300 亩为宜，而且在规划设计中，应逐渐减少墓穴安置数量，逐步增
加骨灰格位安放数量，提倡少占地、节地和不占地等生态葬式葬法。骨灰安葬与骨灰安放占比例的确定：根据调研
数据，依公墓类别将骨灰安葬与骨灰安放占地面 积比例估算为 80:20（一类），85:15（二类），90:10（三类），
95:5（四类）。

三 . 公墓建设标准 公墓项目构成及安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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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安置区墓穴建设标准

根据国家标准《生态公墓建设标准》—

生态公墓内每亩可安葬墓穴估算应大于 220 座。

墓穴的平均使用面积 =——————————

                               = 墓穴的单位占地面积 + 墓穴通道面积
                                + 墓穴周围空地（或绿化）面积

骨灰安葬墓穴区的面积

墓穴数

东阳市本地方现有建设项目将根据实际情况和以往经验进行综合分析

墓碑占地面积 : 采取直接在墓穴安放骨灰盒的方式落葬，规格符合节地生态标准。单穴的整个占地面积不大于
0.4 ㎡。双穴的整个占地面积不大于 0.6 ㎡。墓穴地龛顶部离地面的距离适当，一般不高于 20cm。墓碑样式 :
不设竖式墓碑，全部实行平放或斜放 : 斜放的与地面的角度不大于 15 度。

骨灰安置区骨灰盒建设标准

骨灰楼、骨灰堂等建筑不宜高于6层，倡导建设骨灰廊、骨灰墙、骨灰亭、骨灰花坛等设施。

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指标不宜大于 0.25 ㎡ /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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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公墓建设标准 墓型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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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公墓业务用房、管理用房及附属用房使用面积宜符合表 2 的规定。生态公墓房屋建筑的使用面积系数宜
为 75％。

表 2 业务用房、管理用房及附属用房使用面积 (m2)

 注：（1）接近骨灰安置总量低值的生态公墓，其使用面积指标宜采用表 2 指标低值，接近骨灰安置总量高值的，其使用面积

指标宜采用表 2 指标高值，中间部分采用插入法确定。     

        （2）各地可根据实际需求，在不增加各类用房总面积的情况下，适当调整用房类别和用房面积。

三 . 公墓建设标准 配套用房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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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公墓应结合骨灰安置、祭扫等特点，合理确定其建筑标准。

 生态公墓的建筑装修应体现庄重、美观、大方的特点。

 生态公墓的建筑结构安全和建筑抗震等级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生态公墓的建筑物应符合国家建筑节能的相关标准；业务用房的内装修应满足安全和吸音要求；管理用房的内装修按办公    
用房建筑装修标准执行；建筑耐火等级和消防设施的配置应符合国家有关建筑防火设计规范的规定。

 生态公墓骨灰安放格位区的用房建筑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殡仪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124 的有关规定。

 生态公墓骨灰格位安放建筑内应配置骨灰寄存架设施。

 生态公墓各类用房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配备相应的机械通风设施。

 生态公墓应根据实际需求配置信息技术、监控、通信、广播和安全防范系统等设备。

 生态公墓应配置清晰、醒目、规范的标识系统。

 一类、二类生态公墓应配置遗物祭品焚烧专用设备，三类、四类生态公墓宜配置遗物祭品焚烧设备。

     生态公墓配置遗物祭品焚烧专用设备设施时，应考虑当地的地形、地势，常年主导风向风速，大气稳定度及周边环境敏
感区分布等因素，选择有利于烟气扩散且不引起环境影响纠纷的区域。

三 . 公墓建设标准 公墓配套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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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选址原则与思路 选址原则

 选址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的城乡布局应符合下列规定：
1.1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的设置应按照各地区年死亡率和火化量以及对应的分级规模进行布局。
1.2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应纳人当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在城乡规划中落实专项用地。
1.3 市区范围布局宜按行政辖区划分，并应结合殡与葬适度分离的需求，建立辐射全地区的殡葬服务网络。市域内各周
边县也应设有相对完善的殡葬设施。
1.4 所需服务半径应满足丧属就近、方便、快捷的办丧要求。在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城镇，服务半径可适当扩大，而
在山区或者丘陵地区，应依据具体地理条件，合理布局。 
1.5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的外围宜设置防火隔离带。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2.1 建设用地应选择城乡用地分类中的区域公用设施用地，应优先利用弃置地和荒地。
2.2 用地应与土地利用规划、总体规划中的规划用地选址相一致。
2.3 建筑选址不得使用耕地、林地、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区、住宅区、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用地等。
2.4 地形的选择宜有植物覆盖且利于排水。
2.5 位置应避免选择容易发生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地段。
2.6 位置宜选择城市和乡镇郊区，远离人口聚居区。
2.7 水库、河流、堤坝附近不得新建公墓。
2.8 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和通航河道两侧不得新建公墓，城市主干道不得穿越公墓。
2.9 选址对基地的朝向、风向、周边山势走向等方面的要求应尊重当地丧葬风俗。
3.0 骨灰寄存建筑选址宜靠近火葬场或殡仪馆。
3.1 周边应具有为节假日祭扫高峰时预留临时停车的条件。
3.2 应远离储存易燃、易爆物的建筑及其场所。
3.3 城乡高压架空线路不宜穿越基地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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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选址原则与思路 选址原则

遵循规划、多规协调
生态公墓的选址应优先利用荒山瘠地，并符合《殡葬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节约集约，合理布局 
1. 合理引导，逐步过渡，将由传统墓穴葬为主的葬式演进为各类节地葬式为主、多种葬式并存的葬式结构，加强现有殡
葬设施的复合利用，节约集约用地。
2. 殡葬设施的空间布局应与城市空间布局规划相适应，适当考虑服务半径，交通可达性，殡葬设施管理等需要进行合 
理布局。
3. 总体规划布局应根据骨灰安置数量、祭扫人流、车流状况进行总体规划、分期实施，功能分区明确，布局合理，应结
合自然环境，有效组织墓区划分、建筑物和构筑物设置、园林绿化、道路交通、供电及给排水分布等。
4. 生态公墓应按功能分为骨灰安置区、业务办公区和公共服务区等，有条件的生态公墓可根据需求设置生命文化教育功
能区。其中，骨灰安置区可分为骨灰安葬墓穴区、骨灰安放格位区和骨灰生态循环区。各功能区的设置应符合以人为本、
流程简洁、绿色文明等要求。
5. 生态公墓墓区建设应体现园林化特点，宜开设防火隔离带，绿化覆盖率不宜低于 50％。
6. 生态公墓在规划设计时应确保排水畅通。
7. 生态公墓内道路应有明显标识，通向骨灰安置区的道路应有环行路。
8. 生态公墓道路出入口不应少于 2 个，出入口最大宽度不宜大于 10m。 

 整合资源、存量挖潜
从实际出发，对现有殡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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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址扩建、集中布置
优化资源，对于现状有条件扩建的公墓进行扩建，集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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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墓
1.1 公墓应进行基础资料调查与现状分析，做出资源评价和 环境影响评估，提出处理意见，并应进行公墓现状处理和
地形设计。
1.2 地形设计应以竖向设计所确定的各控制点的高程为据。
1.3 公墓周边应设有隔离措施，减少对周边功能区域的干扰。
1.4 公墓的安全出人口应设有通道与城乡道路衔接，并应设置人口集散广场。
1.5 公墓应保护自然资源，维护和保护自然地景，禁止炸山取石，乱挖滥填，盲目整平。
1.6 公墓的土地利用应强化扩大骨灰安放量和扩大绿地率的原则。
1.7 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建设用地坡度不宜小于 0.2% ，不应大于 20% 。
1.8 公墓自然地形坡度大于 8% 时，其地面连接形式宜选用台地式，台地之间应采用挡土墙或护坡连接，相邻台地高差
大于 1.50m 时，应设安全防护措施。
1.9 公墓为山地或坡地时，用地防护应采用护坡和挡土墙等工程措施。护坡和挡土墙应作绿化遮蔽。
2.0 公墓为山地或坡地时，应设带有梯道的步行交通系统。 步行交通系统应连接到骨灰寄存建筑的人口和墓单元的位置。
梯道的规划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 的规定。
2.1 公墓内地表水和雨洪排放宜采用明沟排放系统。
2.2 公墓内地面排水坡度应大于0.2% ；用地的规划高程应高于多年平均地下水位，并应高出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高程0. 
20m 以上。
2.3 有内涝威胁的公墓应采用防内涝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 的规定。
2.4 公墓应有稳定的水、电等供应条件。
2.5 骨灰楼、进入式骨灰塔应有独立、封闭的用地空间。

四 . 选址原则与思路 选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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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选址原则与思路 东阳市公墓布点图

白云街道大树坞公墓

六石街道北山公墓

江北街道樟里坞公墓

东阳市西甑山公墓

南市街道生态公墓（下深）

千祥镇镇级公墓

南马镇花园麻山生命主题园

马宅镇镇级公墓

东阳江镇镇级公墓

歌山镇镇级公墓（二）

城东街道镇级生态公墓

佐村镇镇级公墓

吴宁街道南山公墓 B区

横店镇第二公墓
横店镇第三公墓

湖溪镇镇级公墓
画水镇镇级节地生态公墓

画水镇镇级节地生态公墓（建胜）

巍山镇第一生态公墓
三单乡乡级公墓

巍山镇第二生态公墓

江北街道镇级公墓（王户口）

虎鹿镇镇级公墓（一）

横店镇第四公墓

横店镇第一公墓

镇级公墓点（共 31 个）

殡仪馆（共 1个）
图例

东阳市殡仪馆

虎鹿镇镇级公墓（二）

歌山镇镇级公墓（一）
歌山镇镇级公墓（大园）

歌山镇镇级公墓（尚侃）

吴宁街道南山公墓 A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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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次现场筛选并与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避
开耕地，符合三区三线，确保布点规划的可实施性。

画水镇镇级拟建树葬公墓 32

市级公墓点（共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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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东阳市殡葬设施布点规划符合民政要求和规范政策，都是选取非耕用地的位置，属于老墓扩建，

独立围合且远离国道、水库、村庄、景区。设计指导采用先公园后陵园的理念，除了满足骨灰存放、祭扫

等功能外，还考虑以现状用地条件为基础，以自然山水为背景，地方文化为载体，采用生态葬法（树葬、

集体葬、花坛葬），建成一座座集纪念、礼俗、教育、景观为一体的示范性安葬设施。符合国内公墓发展

公园化的趋势和国家职能部门对提倡绿色殡葬、集中安葬、节约用地的政策方针，真正实现东阳地区无坟化。

      本次规划还突出项目公益性、生态节地性，利用每一寸土地融入各种生态葬法（树葬、花坛葬、壁葬）。

同时，考虑项目的落地性与实施性,使布点规划接地气，以公益为先，服务于民的宗旨，打造生态公墓示范点。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东阳市殡葬基础设施打造的更为完善，将有利于规东阳市殡葬行为，将有利于

促进东阳市社会文明建设，将有利于保护东阳市自然环境，节约土地资源，从而推动东阳市绿色殡葬改革，

34

将东阳市的殡葬事业提升新的一个高度。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