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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勇士敖建华
洪义勇

山西省长治市：
不比彩礼比文明 不比排场比“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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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文明风，满目新气象。如今，在山西省
长治市的城市乡村、大街小巷，文明新风扑面
而至。城乡群众“不比彩礼比文明”“不比排场
比创星”，争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家
家争评“星级文明户”，追“星”风尚正当时。

六桌酒席，摆在农家小院，简朴又不失隆
重；席面上摆放着一盒普通香烟，一瓶30多元
买的汾酒，不铺张、不浪费。上党区南宋乡东掌
村村民王志兵笑着说：“以前谁家娶媳妇，都要
搭个棚子，连请几天客，大操大办！自从村里有
了红白理事会，家家户户办事儿有了标准，大
家节约了开支，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2019年11月，长治市出台《关于推进农村
移风易俗的意见》，提出推动革除天价彩礼、大
操大办、炫富攀比等歪风陋习。2022年，长治市
明确了10项重点工作、35条举措，进一步推行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倡导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规范婚丧标准，引导广大群
众革除陈规陋习。

长子县大堡头镇南小河村是长治市移风
易俗的试点村。村民们回忆，几年前村里要
是谁家办丧事，可是要好好摆摆排场。如今，
村里制定了《南小河村移风易俗实施方案》，
明确了标准，规范了流程，不请人抬棺，不聘
请乐队，不炒菜上桌，一场丧事至少能节省2
万元。

群众成为了移风易俗的直接受益者。在长
治市壶关、襄垣、沁源等县，农村红白理事会限
定了红白事的餐标、烟酒标准和礼金，余事操
办少了，人情负担轻了，每家办事能节省几千
元至上万元。

村民思想的转变还要得益于长治市移风

易俗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近年来，长
治市实施殡葬惠民政策补贴，一批公墓、骨
灰堂正在规划建设，节地生态安葬不断推
行，村民的观念逐渐由“薄养厚葬”向“厚养
薄葬”转变，逐渐成为移风易俗的积极倡导
者、推动者。无论谁家办事，白事不支大锅，
不开小灶，不攀比烟酒，红事提前报备，限定
桌数，不浪费、不虚荣，这才是新时代农民最
讲究的“面子”。

走进沁县古台村，错落有序的农家小院整
洁干净，昔日低矮的篱笆墙变身为宣传乡风文
明主题的文化墙，村里修了排水渠，路面干干
净净，分类垃圾桶整齐地放置在固定点上，垃
圾车到点就来收取，确保垃圾不落地。

长治市将移风易俗和美丽乡村建设有机
结合，统筹推进，互促共进，农村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在武乡县，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
水治理、农村“厕所革命”活动开展得红红火
火，村民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好；在屯留区，各具
特色的村庄花园、林荫果园、休闲游园，保留了
原汁原味的自然山水、原始村貌、真实田园，真
正留住了乡俗、乡味、乡愁；在平顺县，农村厕
所改造2300座，建成4座垃圾中转站、1个大
型垃圾填埋场、6个简易垃圾填埋场，151个行
政村实现了“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生活
垃圾处理模式全覆盖……

如今的长治城乡，文化墙、小公园、健身步
道穿插于街心村巷，人们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卫
生舒适，崇尚勤劳致富、儿女孝顺、家庭和睦、
邻里和谐的乡村新风吹进了每个人的心田。在
全市各村近年启动的星级文明户创评工作中，
80万余农户参评，六星以上文明户逾24万。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
“铸魂”。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
必然要求。近年来，安徽省歙县深
入推进移风易俗行动，积极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作用。歙县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挖掘古
徽州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治理优秀
经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
传教育融入民俗活动、地方戏曲、
农村广场文化中，并以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为阵地，常态化开展宣
传教育活动，让村民在喜闻乐见的
活动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积极
探索“乡贤＋”等模式，推动乡村治
理机制创新建设。

发挥村规民约促进作用。为促
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2021年以
来，歙县在34个村和社区开展了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积分管理试
点工作。通过村级评议公示、乡镇
审核上报、县里研定的方式，歙县
共评选出“优秀守约户”1020户，
并进行表彰奖励。受表彰的“优秀
守约户”可凭兑换券到所辖生态美
信用好超市兑换物品，还可优先推
报各类先进典型。村规民约积分制
管理工作，已成为培育淳朴民风、
文明村风新方式。通过积分制管
理，让信用“看得见、摸得着”，将无

形的美德转化成了有形的物品，使文明有迹可
循，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村民共治共享共建的热
情，让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发挥徽文化熏陶作用。为传承优秀传统徽
文化，歙县许村村修复了雪夜还金亭、“忠孝节
义”祠、家规家训墙、善行义举榜、乡贤文化馆
等，以传统家风文化激发现代文明活力。岔口镇
结合老年助餐服务等10项暖民心行动，依托大
坑源村老年食堂、井潭村公益食堂，引领文明用
餐新风尚，实现“餐桌‘增彩’、吃饭‘减负’”的目
标，让百姓的便利近在咫尺，幸福感满满。井潭
村公益食堂既为婚礼减负，又有新意，在承办宴
席实施标准上明确规定，男女双方邻里、朋友随
礼原则上不超100元，直系亲属原则上不超
200元，每桌成本控制在500元以内。自试点以
来，累计承办宴席1200多桌，为群众减少人情
消费开支60余万元。为大力弘扬尊老爱幼的传
统美德，营造和谐美满的幸福家庭，县委宣传
部、县文明办、县妇联每年联合开展寻找歙县

“最美家庭”“最美婆媳”活动，并进行表彰奖励。
通过开展评选活动，树立了一批群众身边的先
进典型，有力促进培育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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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县七墩乡汇源村：
文明乡风提升乡村幸福指数

本报讯（吴敏 马昱）近日，甘肃省瓜州县
七墩回族东乡族乡汇源村村民马尔洒成了
村里的名人，原因是在女儿的大喜日子，他
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没有摆大排场，没
有烟花爆竹，也没有豪华车队，但左邻右舍
都来帮忙，大家有说有笑，婚礼办得很是热
闹，这样新颖简洁的婚嫁方式引得村里群众
纷纷点赞。

“过去，村里红白喜事比的是谁办的酒
席桌数多、谁安排的菜肴档次高、谁送的彩
礼价值高，经济压力大不说，更带来了浪
费。”说起以前的旧风俗，汇源村村民康学文
连连摇头。

为切实改变这一现状，汇源村选优配强红
白理事会成员，按照“丧事简办、婚事新办”原
则，制定红白理事会工作章程和制度，划定婚
嫁彩礼、礼金、宴请待客的红线，对不遵守村规
民约的村民逐一上门劝导，促使其逐步改变观
念，并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进村入户、
拉横幅宣传等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群众，
倡导树立移风易俗新风尚。

“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在移风易俗工作中
的作用，实现对红白事的全程监管，全面推进
移风易俗，坚决遏制高价彩礼，助推乡风文明
建设。”汇源村党支部书记赵奴海说。

本报讯（袁海马 叶丽娟）1月3日，成都市
温江区永宁街道关工委在杏林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开展了“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法治宣传教
育活动，社区20余名青少年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中，街道关工委工作人员向孩子们发
放了《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法治教育
宣传口袋书》，社区工作人员围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交通道路安全法》等进行讲解，用平实
易懂的语言，结合案例深入浅出地为孩子们讲
述了如何保持身心健康、增强法治观念，保护自
己，关心他人。在“有奖问答”互动环节，孩子们
认真听讲、认真思考、积极提问发言，帮助孩子
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2023年，永宁街道关工委将发挥“五老”
优势，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促进法治成为广大青少年的思想共识和基
本准则，筑牢青少年成长的法治之基。

近年来，青海省海东市乐
都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移风
易俗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和群众更新思想观念，革除陈
规陋习，遏制不良习俗，形成
勤俭节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推动社会风气向善向上向
好转变，让文明乡风浸润河湟
谷地。

建立改革机制，推动移风
易俗循序渐进。乐都区研究制
定鼓励政策，对在倡导和推广
简约适度婚俗礼仪中作出表
率的模范家庭和先进个人给
予“通报表扬+精神激励”，调
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各村
制定文明公约，在村规民约和
居民公约中约定丧事桌数、礼
金等，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
目前全区354个村12个社区
均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积极
推进村（社区）诚信建档工作，
将移风易俗情况记入诚信档
案，促进移风易俗“软任务”变
成“硬约束”。

打造宣传平台，推动移风
易俗入脑入心。乐都区利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
创作具有本地特色、深受群众
喜爱的文艺作品，通过广场
舞、秧歌等群众文化活动，展
现新时代文明风尚。广泛开展
科普活动，打击封建迷信，共
开展宣讲 386 场，参加群众
9856人（次），宣传成效显著。
利用“线上+线下”模式，积极宣传惠民殡葬政
策、文明殡葬、绿色殡葬等内容，多次发放文明
殡葬倡议书，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禁止大操
大办，提倡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丧葬陋习得到
治理，治丧环境有了显著改观。

截至目前，乐都区婚事新办297场（次），
丧事简办827场（次），其它事宜简办1070场
（次），为群众节约开支296.3万元。

阿坝州推动“阳光”家风建设

村里有了“家风银行”

本报讯（杜杰 柴自贵 徐中成）“你们看，
我的‘家风存折’上已累积36分了！”近日，在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曾达乡坛罐窑
村，村民围坐一堂，讨论着各自“家风存折”的
积分情况。

原来，在坛罐窑村有一家特殊的银行——
“家风银行”。“营业”两年以来，“家风银行”已
吸纳“储户”185户。在曾达乡纪委的监督指导
下，村党支部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根据遵守村规
民约、开展义务公益等情况，统计各个家庭得
分，并在每月的村民大会上“晒分”，引领村民
建设良好家风、民风。

近年来，阿坝州纪委监委坚持把家风建设
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布局统筹谋划，
以“阳光阿坝·清廉万家”好风传家主题活动为
抓手，开展廉洁家书征文、家风促廉、廉洁故事
评选等系列活动，擦亮“阳光”家风建设品牌，
让清廉家风吹进高原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和
生活。

2022年以来，阿坝州纪委监委已联合相
关部门开展8类家风建设活动70余场（次），
全州大中小学生和党员干部共书写了廉洁家
书340余封，覆盖全州县处级领导干部、年轻
干部和相关家属2000余名，推动营造“以清为
荣、以廉为美”的家风氛围。

成都市温江区永宁街道关工委
开展“关爱明天，普法先行”
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敖建华一向急公好义，为人处世坚持道
义、仁义、侠义三义为先。

存道义之心。从2012年从事餐饮服务业
至今，敖建华秉持职业操守，将真诚贯穿始
终，严格把关食材品质和每道工序，一心一意
做良心菜，让顾客吃得放心、吃得开心。

为仁义之举。敖建华古道热肠，乐于助
人，积极参与狮子花蕾爱心公益组织和社区
组织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需要力量和关怀
的地方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行侠义之事。2021 年 5月 3日早上 8点
40分左右，敖建华一如往常买菜回到自家的
乡坝头九大碗农庄，正准备卸菜到厨房时，突
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巨响。他迅速跑出屋外
查看，发现G351国道上一辆从丹棱开往洪
雅方向的轿车沿路肩撞向隔壁农庄院坝外的
桥涵。说时迟，那时快，车辆随即冒起大股烟
雾，车身瞬间起火燃烧。此时，驾驶员已从车
里脱身，并奋力将一名乘客拖出，但“火车”
中还有3名受伤被困人员（其中两名处于昏
迷状态）。驾驶员已精疲力竭，火势却迅速蔓
延，黑烟滚滚，发生爆炸可能就在分秒之间。

见此情景，敖建华丝毫顾不上吃惊和害
怕，拔腿就跑回去提起灭火器冲向现场，并不
断大声呼救“快救人、快救人！”。千钧一发之

际，敖建华迎着火光而来，他一个箭步上前，
打开灭火器喷向熊熊烈火。驾驶员瞬间看到
了希望，配合着一起将火势压制下来。敖建华
冒着车辆随时爆炸的危险，拼尽力气将车内
伤员逐一拖出，并转移到安全区域。经过及时
施救，“火车”中3名受伤被困人员全部获救，
救出最后一个伤者几秒之后，“砰”，车辆爆
炸。此时的敖建华，尽管已汗流浃背、精疲力
尽，却仍坚持留在现场维护秩序，疏通堵塞车
辆，疏散围观人员，协助医护人员将所有伤者
送医救治。因抢救及时，该起交通事故无一人
死亡，没有产生任何次生事故。

一刹那，挽救了3条生命。敖建华见义勇
为的先进事迹先后被平安眉山、四川新闻网、
四川法制网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他成了街
知巷闻的“火车”英雄。面对汹涌火势时的刚
毅果敢，面对极度危险时的临危不惧，面对他
人需要帮助时的义无反顾，这种舍己救人的
行为让人动容，这种见义勇为的义举将被铭
记，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值得更多人学习！

人物名片>>>

敖建华，男，汉族，群众，出生于 1962
年 9 月，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齐乐镇狮子
社区 3 组居民。2021 年 6 月，因“火车”救人
（勇救失事车辆内乘客）的义举被丹棱县
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公民”称号。2022
年 2 月，被眉山市人民政府评为“见义勇为
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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