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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隔10厘米非常“挤”
3月25日，史先生携家人前往九天陵园

扫墓，眼前景象让他愣住了——2004年买
下的父母墓地后方，那片曾被工作人员承
诺“背靠绿化草坪，环境更佳”的第一排区
域，竟密密麻麻竖起了新墓碑。新老墓碑
“背靠背”紧贴，目测间距仅约10厘米。
“当年选第一排就是图个清静，现在背

后的草坪也没了，转眼就变成了‘背靠背’
新墓！”史先生掏出手机里的照片，只见新
老墓碑几乎无缝紧贴，新碑规格“缩水”明
显，宽度和高度比老碑至少小了一半，导
致部分老墓碑背后“挤”着两块新碑，像被
“夹”在中间。他气愤地说：“在老墓碑的
背后紧贴着开发新墓穴，背面碑文也可能
被遮挡。当年特地挑选的第一排墓地如
今变成了第二排，这怎能不影响祭扫的心
情？其他墓园从没见过这么‘挤’的布局！”
史先生找陵园投诉，得到的回复是“为

节省土地，经上级同意”。对此，青浦区民
政部门解释：《上海市公墓管理办法》规定
墓（穴）间通道宽度不得小于0.6米，但这
指的是墓正前方的通道宽度，便于家属
祭扫。墓后侧并无强制要求，且利用绿化
带建节地生态葬式，企业可自行决定，民政
部门不作审批。

土地紧张墓价连涨
“早年1万多元买的墓，现在同类墓穴

贵的要卖20万元！”史先生感慨，随着墓地
资源越来越紧俏，价格也跟着“飙升”。公
开信息显示，九天陵园是经审批的经营性
公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客服得知，该
园实行“一墓一价”，使用年限70年，价格因
葬式、面积规格差异悬殊。史先生父母所在
墓区后方的新墓区确属于今年新建，6.8万
元的低价款早已卖光，现在最便宜的9.9万
元，贵的达13.9万元。客服直言：“老区卖完
了，只能开发新区，现在土地太紧张了。”
但对于压缩绿化“背靠背”的开发布局，

大家看法不一。有人觉得节地生态葬是趋

势，只要没减老墓面积就不算事。可反对者
指出：“墓地是缅怀先人的地方，也是生者缅
怀逝者的精神空间。这么‘贴背’建墓，不仅
破坏了原有墓穴的庄重感，还破坏了多年来
的祭扫环境。”史先生更担忧：“当年选墓地
环境，靠的是‘眼见为实’，现在企业为了卖
墓又‘见缝插针’搞新开发，老墓主的权益谁
来维护？”

记者向九天陵园总公司反映情况，工作
人员称“会有专人回复”，但直到发稿，记者
仍没收到任何回音。

律师称法规有“空白”
“合同没写清楚，也该依据交易习惯确

定。”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姜振
华指出，根据民法典，墓园没提前说明的话，

老墓周边环境就该符合行业通行标准与购
墓人的“合理期待”。
比如《上海市公墓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规定，墓穴间通道宽度不得低于零点六
米。姜振华认为，虽然字面可理解为“两排
墓穴之间”，但从立法目的（保障祭扫安全、
通行便利与精神庄严）和行业实务出发，
“墓穴间”应作扩张解释，包含墓穴与其他
固定物（如墙体、道路边界）之间的空隙。
“公墓中大部分普通墓穴的前后均设有通
道，其通行与使用功能均应满足不小于60
厘米的标准。”
姜振华强调，对于临街墓穴，若其设计

标准、通道设置或后方结构异于普通墓穴，
墓园方必须在认购时明确告知。若合同或
墓穴证书中未作例外约定或特别提示，则应
比照普通墓穴标准，保持前后均不少于60厘
米的空间距离。因此，九天陵园在史先生父
母墓穴背后仅10厘米处加建新墓，无论从法
规字面、行业惯例还是立法目的考量，都已
明显违反合理通道间距设置规范。墓园虽
拥有整体空间规划权，但无权擅自变更已交
付使用的墓穴环境结构。他认为，墓园未经
说明擅自压缩墓后空间、破坏庄重氛围的行
为，不仅影响使用功能，更损害了祭扫的庄
严性及对逝者与生者的尊重。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梅颖达则

点出关键：现行《上海市公墓管理办法》自
1994年出台，虽经多次修订（2010年、2018
年、2022年），但对于节约用地背景下墓园扩
建或改建的决定性指标、公墓具体维护保养
范围、70年使用期届满后的处置规则等，均
缺乏具体规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推广节
地葬是对的，但如何平衡‘省地’和‘护权’？
法规得跟上，不能让个别企业钻了‘空白’的
空子。”梅颖达说。
当“节地”遇上“权益”，当墓地从“安息

之所”变成“寸土寸金”的商品，如何守住殡
葬伦理的底线？在解决墓地资源紧张的同
时，如何让逝者安息、生者安心？对此，“新
民帮侬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新老墓碑“背靠背”惹争议
老墓主后人：严重影响祭扫心情 墓园：此举为节省土地

本报讯（记者 夏韵）家住普陀区清
涧路187弄的沈先生近日向“新民帮侬
忙”热线（962555）反映，称自己购买的长
城宽带服务申请退费遭长期拖延——从
4月底提出诉求至今超1个月，客服多次
承诺“专员联系”却始终未兑现，退费事
宜石沉大海。

沈先生介绍，2023年底他购买了上海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的家庭宽带
套餐，服务期自2024年1月1日起共36个
月，支付费用1180元，接入方式为光纤到
楼。“现在不想继续用了，还剩1年半服务，
想退掉。”今年4月，他首次致电长城宽带
客服申请退费，却开启了漫长的等待。
“4月28日第一次打客服，说24小时

内有专员答复，结果没回音。”沈先生说，
此后他又于4月29日、30日两次催促，客
服均以“等专员处理”为由敷
衍，直至6月初仍无

工作人员联系协商。“以前宽带出故障，
师傅随叫随到，现在退费就拖拖拉拉，规
则也不讲清楚，只会说‘催一下’。”他对
长城宽带的服务态度十分失望。

6月5日，本报记者致电长城宽带
售后客服，客服人员记录了消费者姓
名、宽带账号等信息，并表示“相关
负责人将联系媒体答复”。但
截至记者发稿，长城宽带始终
未就退费规则、处理进度等
问题作出任何回应。目前，
沈先生的退费诉求
仍未解决。对此，
“新民帮侬忙”将
继续关注。

本报讯（记者 徐驰）为规范电动自行车
停放与充电安全，越来越多小区引入智能充
电设备。然而，部分设备在实际使用中暴露
出诸多问题。近日，市民王先生向“新民帮侬
忙”栏目反映，自己在使用小区智能充电设备
过程中，因突发急事需临时用车，却陷入不知
如何暂停充电的困境，拨打客服电话也始终
无人接听，出行计划被打乱。
王先生居住在杨浦区定海街道某小区。

几个月前，小区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区域的充
电装置进行了改造升级，引进新的“智能”充
电设备。此后，居民充电需通过扫码付款，或
在“点点畅行”小程序上按提示先支付后操
作，充电单价为1元可充电240分钟。
他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时，突然有急事

需要骑车外出。当他下楼准备用车时，发现
充电端口仍在工作，此时距离开始充电仅过
去120分钟，距离充满电还需约120分钟。这
让王先生十分纠结：“我能直接拔掉充电线

吗？会不会损坏车辆？拔了之后还会继续计
费吗？”为寻求准确答案，王先生决定拨打客
服电话咨询，可连续拨打3次，始终无人接听，
只听到“电话无人接听”的提示音，随后便被
挂断。无奈之下，担心强行断电会损伤车辆，
王先生只好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记者打开“点点畅行”小程序，找到界面中

“400”开头的客服电话。页面显示，该客服电
话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8:30—22:00，周六
至周日的8:30—17:30。记者在不同时段多次
拨打，第三次终于拨通。但根据语音提示转接
人工客服时，很快便听到“电话无人接听，请稍
后再试”的提示，再次拨打，依旧重复同样的情
况。对此，王先生十分不解：“既然客服电话
根本打不通，那设置它还有什么意义？”他希
望相关企业能够重视客服系统建设，配备专
业工作人员，及时响应市民诉求，切实解决实
际问题。“客服热线能接通，这是最基本的要
求，希望企业能真正用心，把服务做到位。”

充电设备不智能
客服电话无人接

市民遇急事想用充电中的电动车遇尴尬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墓地资源紧张问题日益凸显，新老墓地紧邻的现象愈发普遍。市
民史先生近日向“新民帮侬忙”反映，他在青浦区九天陵园为父母扫墓时，赫然发现父母墓碑
后侧仅隔约10厘米处，正在开发新的带碑墓地，形成了新老墓碑“背靠背”的格局。“新墓竟然
靠那么近，老墓从第一排变成了第二排。”史先生质疑，新墓区开发是否挤占了老墓主的权
益？记者调查发现，相关法律对于墓园维护、扩建、开发等关键问题，均缺乏明确规定，留下
了模糊地带。

申请退费一月余
宽带公司拖拖拖

消费者称电话催过几次对方仍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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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老墓碑相比，新墓碑的高
度、宽度都“缩水”了。史先生

说，老墓碑背后若要刻字，可能

会影响观瞻

▲

史先生称，原先父

母墓地的后方是草坪，

现在草坪没了，变成了

密密麻麻的新墓，目测

间距约10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