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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

“6万座坟！山东青岛崂山风景

区为何成了非法坟墓集中地？”近日

中国之声的一篇报道把崂山风景区

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青岛市崂

山区政府回应称，将于第一时间全面

排查落实相关问题；对报道中提到的

“非法买卖墓地”问题，将按照相关规

定严厉查处。

前不久，福州长乐、福清、连江等

地的非法墓地已经在网络上刷了一

次屏。据新华社记者实地调查采访，

虽然地方政府不断整治墓葬乱象，但

福建一些地方偷建豪华墓、活人墓的

情况依然多发，并向偏远山区、库区

转移，环境破坏程度触目惊心。

5A级景区存在大量违规建造的墓地

欠水费即失信？
需要更充分论证

据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已试运

行新版个人征信报告，近期可能正式上线。

新版报告采集信息将更细化、更全面、更精

准。除借贷等金融信息外，新版征信将纳入

更广泛的信息，如电信业务、自来水业务缴

费情况、欠税、民事裁决、强制执行、行政处

罚、低保救助、执业资格和行政奖励等信

息。征信报告上一旦留下负面记录，可能对

信贷获批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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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在信用评价已成为公民第

二身份的背景下，信用惩戒不能欠缺公共利

益基础和法律授权。未经权威机关评判是

非对错就将民事纠纷的某一方列入黑名单，

或者将某个纠纷行为作为失信污点予以记

载，有失公平。相关部门当保持对法治的应

有尊重，不乱贴“失信”标签。

@燕赵都市报：从程序公平的角度看，

哪些项目应该列入征信记录，如何列入征信

记录，列入后如何“解除”，不仅要听取公众

的意见，而且要让公众的话语权得到落实。

“苏大强”表情包
版权引争议

据中新网报道，最近，电视剧《都挺好》

刷屏，刘倩创作的苏大强表情包也火了。与

此同时，各大电视节目、商家广告、微博营销

号争相改编，苏大强表情包被“玩儿坏”，引

起一波表情包版权讨论。而在上了热搜后，

关于苏大强表情包的版权问题，网友们也

“吵翻了”。有人认为，刘倩的版权应该被尊

重。有人说，表情包商用侵犯了倪大红的肖

像权。也有人认为，苏大强形象属于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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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法行业资深律师陈曦：如果作者

本人并没有获得表情包付费收入，仅是“为

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不需要征得著作权

人同意，也无需支付报酬。如果真的要追究

法律责任的话，相关权利方应当对商业使用

的商家们提起诉讼。

@达晓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林蔚：很

多善意的、非营利的表情包的创作与传播，

实质上促进了相关作品的传播，以及明星知

名度的提升。我以为，对于此类表情包，不

妨秉持“包容”的精神，不必动辄发函、起诉，

可能对公民表达、权利人形象、文化市场繁

荣和减少司法诉累皆有裨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表情包传播方不

同，承担的法律责任亦不同。对于制作方而

言，生产的表情包如果侵犯了公共利益、违

反《管理办法》的规定，应按情节轻重接受相

应处罚。对于网络平台而言，应承担审查责

任。对于网友而言，若使用者的传播造成了

恶劣的影响，则会根据其造成的社会后果接

受相应的处罚。

新华日报：

治理非法墓葬
要多管齐下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政

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对生态破坏的

“零容忍”逐渐形成共识。《殡葬管理

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在耕地、林地、

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

区等地建造坟墓。治理非法墓葬，

要堵疏结合、多管齐下。既要妥善

解决居民殡葬的需求，更要算清环

境生态的新老旧账；既要加强农村

公共殡葬设施保障，解决殡葬方面

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又要倡导

文明殡葬、绿色殡葬的理念。同时，

坚决遏制私建、偷建行为，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及时拆除违建并进行生

态修复。

南方都市报：

公益性公墓建设
亟须跟上

加强公益性公墓建设，既能够

把民众从高成本丧葬中解脱出来，

又可以节约土地资源、改善生态环

境，同时有利于矫治天价墓穴、散埋

乱葬等乱象，因此向来被视为推动

殡葬改革的突破点。然而在一些地

方，公益性公墓的建设并没有得到

应有的重视。由于公益是公益性公

墓的天然属性，建设公益性公墓往

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却几乎没有

经济效益，建设动力缺失，要么导致

公益性公墓的建设滞后于当地经济

社会的发展，要么导致一些地方以

公益之名行牟利之实，让公益性公

墓建设走上了歧途。

（综合自中国之声）

景区为何成了非法坟墓集中地？

据悉，青岛崂山风景区是国务院

首批审定公布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之一，也是国家A级景区中级别最

高的 5A 级景区。然而，日前却有当

地居民反映称，崂山景区内存在大量

违规建造的墓地，而且为了建造墓

地，部分山林存在被损毁的迹象。中

国之声记者走访发现，当地除了居民

在景区内自建墓地外，还存在私自对

外兜售景区内墓地的情况，售价从几

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有的景区内村

子的村干部还曾将土地卖给居住在

青岛市的居民，用于修建大型豪华墓

地。此前崂山区民政局局长王绍美

曾公开表示，全崂山区共有 600 多

处、6万多座坟墓散乱分布于山区、林

地。

公开信息显示，我国现行《殡葬

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兴建殡葬设

施。禁止在耕地、林地、城市公园、风

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等地建造坟

墓。去年3月起，崂山区也明文禁止

在风景区内建造坟墓。就此，王绍美

称，景区与社区并存是崂山风景区的

历史和现状，崂山区行政区划内有39

处民政部门确认的历史形成的社区

公益性墓地，下一步将会对非法买卖

目的问题进行排查、依规严肃惩处发

现的问题。

在业内看来，仅用“历史遗留问

题”不能完全将景区中违法兴建、兜

售墓地的责任推脱出去。“国家5A级

景区都有专门的机构或单位对景区

进行经营管理，相关政策出台前，景

区内已经建造的墓地，可以本着遵从

民俗习惯的角度进行管理，但我国现

行政策已明令禁止在景区内建造坟

墓，政策实施后，景区内却仍然继续

出现这种情况，可见景区管理部门确

实存在管理不力的问题。”中国旅游

研究院副研究员吴丽云表示，甚至不

排除景区管理部门介入高价墓地利

益链条之中的情况。

实际上，知名景区甚至 5A 级景

区中被发现存在违法建设墓地的情

况并非个例。早在 2016 年，福建就

被曝出国家 5A 级景区泉州清源山

风景名胜区内遍布大量墓地，其中

不乏占地数十平方米甚至上百平方

米的豪华坟墓，有的还有新近动工

的痕迹。

在吴丽云看来，景区内违法违

规建墓地屡禁不止，除了景区管理

部门本身管理存在疏漏外，也可能

与这些部门权责不对等密切相关。

“一些景区由于占地面积很大，区域

内可能会留有大量的居民，然而，不

少景区管理部门并没有对景区内居

民的管辖权，这就造成景区存在运

营归管委会、内部居民归属地行政

部门管理的情况，景区管理者无权

禁止、管理区域内居民的行为。”吴

丽云直言，景区运营权和管理权如

果统一，就容易出现多部门管理扯

皮的情况，形成管理漏洞。

■5A景区里藏着6万座坟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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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管理部门存在管理不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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