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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温露萍周翔）今年以来，江西省
吉安市万安县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不断
推动家风民风持续向好。

用好村规民约，强化村民自治。将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等内容纳入村规
民约，把守约情况与评先评优等挂钩，有效
遏制不良风气。成立红白理事会对攀比做法
和铺张行为进行劝导，革除陈规陋习，通过
简化办事流程、控制酒席规模和人情礼金
等，为群众节省开支。

加强典型选树，引领文明风尚。广泛开

展移风易俗“五个100”先进典型、“最美家
庭”、“美丽庭院”等评选活动，发挥榜样的作
用。今年以来，评选移风易俗“五个100”先进
典型10个、“最美家庭”25户、“美丽庭院”
30户。

推动示范建设，营造比拼氛围。下发乡
风文明建设标准，在每个村（社区）打造一个
乡风文明示范点。通过现场观摩会、晒业绩
等形式，对全县17个乡镇场的乡风文明示
范点建设运行情况进行督导点评，按季度进
行打分。

“以前生怕自家彩礼要得低，现在大家
是比着往下降彩礼。”

“今年我们都签订了不操办‘升学宴’承
诺书，村里通过给孩子们送大红花、共同观
看励志电影等方式，为青年人举行充满仪式
感的‘升学礼’。”

“当下最受推崇的‘零酒婚宴’为布里亚
特蒙古族传统婚礼注入了新时代元素，不仅
让婚宴变得清净温暖，还增添了更多喜庆、
祥和的氛围……”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
移风易俗是关键。

近年来，内蒙古各地围绕乡村振兴既要
“塑形”、更要“铸魂”这个新时代考题，坚持
守正创新、弘扬良好风尚，一个个有力举措
破除陈规陋习，一项项重大部署厚植新风正
气，将道德文化传承、农村文化建设、乡风文
明建设融入乡村治理中，一股向上向善、淳
朴清朗的文明新风激荡在广袤田野间。

“除了低价彩礼，现在整个婚礼过程也
是简单操办，只邀请至亲朋友，仪式简单朴
素但感情真挚，每家的人情负担都减了不
少。”说起低价彩礼，婚事新办的文明新风在
村里的广泛流行，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
镇格此老村村民武粉珍赞不绝口。

过去，格此老村存在大操大办、高价彩
礼等陈规陋习，村民将彩礼赋予太多的物质
含义，使其成为沉重的负担，不仅加重了村
民的负担，还影响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村民
郭瑞的女儿出嫁时，因“破天荒”提出不要彩
礼，有些村民还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质疑他
在“破坏传统”。面对质疑，郭瑞说：“现在都
提倡喜事新办、简办，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好
就行，幸福是最重要的。作为父母，我们就更
不应该在这上面添麻烦了。”

在村委会的大力倡导下，在个别村民的
带动下，低价彩礼渐渐在格此老村流行开
来。尤其是近几年村里婚嫁喜事，低价彩礼
的比例几乎达到100%。

开展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归根到
底是为老百姓谋福祉，让生活在乡村土地上
的人因文明而更幸福。

每年的暑期，总有人借着孩子考上大学

而举办隆重的“升学宴”，今年，通辽市奈曼
旗专门推出“党支部领办升学仪式”新风引
领示范行动，由嘎查村党支部牵头，以集体
升学仪式为抓手，呼吁群众拒绝大操大办

“升学宴”，以此减轻群众人情负担。
“同学们，今天是专属于你们的日子，恭

喜你们通过多年来的努力奋斗，不负众望，
成为全村青年人学习的榜样……”在奈曼旗
沙日浩来镇西沙日浩来嘎查，村党支部书记
刘海霞对参加升学仪式的准大学生们表达
着祝福和嘱托，并代表村里向大学生送上大
红花。奈曼旗已累计举行集体升学仪式30
余场，为100余名大学新生送上难忘的“升
学礼”。

移风易俗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一环。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当前，各地
推进移风易俗的力度越来越大，新理念正带
动乡村治理展现新变化。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东
苏木、锡尼河西苏木是布里亚特蒙古族集聚
区，这里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传统婚礼极具特
色，多年来“无酒不成席”已成习俗，很多人
来参加婚礼都是乘兴而来，醉酒而归。因酒
后滋事引发的各类事件不胜枚举。当地苏木
党委通过征求牧民、乡贤、德高望重长辈的
意见，制定了牧民公约，明确了婚礼不上酒，
不能铺张浪费、坚决反对酗酒闹事等婚嫁方
面的行为规范。刚开始牧民口头支持，但落
实到行动上仍有顾虑。苏木党委又成立各嘎
查红白理事会等“四会”，制定牧民公约执行
情况评分标准。慢慢地，不上酒的婚礼得到
了牧民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成了牧民都
愿意遵守的新规矩、新民俗。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联合文明办、
农牧厅、妇女联合会印发《农村牧区移风易俗
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倡议书》，从多个
方面向广大农牧民发出倡议，有效摒弃陈规
陋习，不断提升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为全面乡村振兴注入精神文化力量。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当前，内蒙古
各地探索出适合本地特点的村民议事会、道
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不仅形式灵活，而
且方便群众参与乡村治理，收效明显。

四川资中县明心寺镇：

三举措树立文明乡风

本报讯（程鑫郭江龙）今年以来，四川省内
江市资中县明心寺镇以三项举措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树立文明乡风。

评选先进典型。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文明家庭、文明示范户等先进典型评选
活动，营造人人讲道德、讲文明的良好氛围。截
至目前，开展优秀道德模范评选活动1次，评
选出镇级道德模范10人、村级道德模范42人。

开展志愿服务。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的阵地作用，深入开展政策宣传、文明
倡导、敬老爱老等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开展学
雷锋、环境保护等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120
余次。

整治提升环境。以“清杂去乱”专项整治行
动为抓手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
整治高速路沿线房屋墙体3000平方米，整治
院落1万余平方米，通过开展环境卫生评比选
树先进典型引领文明乡风。

“这活动办得真不赖！”近日，安徽省界首
市顾集镇文化广场上，一位老人对刚刚看过的
节目赞不绝口。

顾集镇持续开展民间艺人文化下乡活动，
通过文艺节目宣传孝道、孝德、孝义。

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孝心寄语墙”上写下
对父母长辈的祝福；医务志愿者开展义诊；爱
心理发师为老年人义剪。

近年来，顾集镇将孝善文化作为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今，全镇以德治
家、文明立家、孝善传家的良好风尚进一步形
成，乡村不断焕发新气象。

顾集镇加强统筹联动，强化文明乡风建
设保障，形成支部发动、党员示范、群众参与
的良好局面。通过群众自己提、干部帮助选、
干群一起议的方式修订村规民约，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孝善文化融入其中。

党员干部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传承发
扬优秀传统美德，抵制不良风气，树立文明和
美新风尚。

在乡村建设孝道主题文化墙、孝文化长廊
等，呈现《三字经》《弟子规》等经典内容，提醒
村民“知孝理、讲孝德、践孝行”。组织开展“乡
村夜话”、“百姓故事汇”、“阜阳好人”宣讲会、
讲述优秀家风故事等活动，大力宣传孝慈文
化，引导大家建设好家风好家教，积极参与移
风易俗。

持续推进“孝善之星”“身边好人”“文明家
庭”“好婆婆”“好媳妇”等的选树，通过送荣誉上
门、艺术化宣讲、为“孝善之星”送健康体检等宣
传和礼遇活动，充分调动大家参与文明乡风建设
的积极性，营造争先进、当先进、尊先进的良好氛
围。将“孝善之星”纳入网格员队伍，充分发挥其
影响带动作用。

近年来，四川省华蓥市不断拓展法治宣传阵地，通过举办讲座、图文展览、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宣传法治知识。近来，华蓥市在阳和镇偏岩子移民
新村文体广场上开设了乡村法治坝坝茶馆，让大家在品茶休闲的同时了解法治知识。图为10月8日，华蓥市老年法治宣讲团的志愿者在乡村法治坝坝
茶馆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邱海鹰摄

推进乡村诚信建设

近年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将推进移风易俗作为农村牧区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深化农村文明素质提升。

加强统筹协调。都兰县出台村（社区）红
白事参照标准和工作方案，绘制出切实可行
的流程图；县纪委、监察局联合下发通知，规
定公职人员办理婚嫁丧葬事宜严格执行“五
不准”，严格执行报告、公示、监督制度；县文
明办将移风易俗纳入文明单位、文明村镇、
五星级文明户等文明创建考核体系；村（社
区）将移风易俗内容写入村规民约。都兰县
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将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
设作为重点工作，制定印发《都兰县全面推
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工作实施方案》
《都兰县深化“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
风”暨乡风文明示范村创建工作方案》等文
件，明确职责，压实责任。建立健全“四会”组
织，吸纳老党员、老干部和乡贤广泛参与，确
保任务落实见底、效果群众满意。

注重宣传教育。组建“理艺共响 声动都
兰”理论+文艺宣讲团，明确宣讲任务、提出
工作要求，压实工作责任。县委党校、各乡镇
组建党校红色宣讲队、双语宣讲小分队、马
背上的宣讲队、金夏之音等特色宣讲队伍，
开展特色宣讲服务广大群众。驻村工作队、
乡镇干部瞄准群众关注点，聚焦乡村振兴重
点任务，将理论宣讲与“六大行动”、人居环
境整治、春耕备耕、安全生产等工作结合起
来，宣讲政策的同时充分听取群众在农牧业
发展中的需求及存在的困难、问题，查找乡
村发展中的短板。制作一批宣讲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的新媒体产品，并在抖音、微信公众
号上发布。

注重新风建设。开展优秀村规民约评选
活动，把禁止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纳入各村的
村规民约，引导大伙儿自觉遵守。参照《关于
开展“推动移风易俗、提升乡风文明”行动的
指导意见》和关于村（社区）红白事参照标
准，结合本地区实际，区分村（社区）特点，突
出问题导向，提出具体细化、务实管用的内
容。组织党员干部入户走访，重点宣传法律
法规和州委、州政府的有关政策规定，提高
广大群众对移风易俗工作的知晓率，营造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少办的舆论氛围。

注重文明创建。都兰县用好用活文明创
建载体，将文明村镇、文明社区创建作为乡
风文明建设的主要抓手，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建设，打造符合地域特色、满足群
众需求、便于群众参与的志愿服务项目。目
前，全县共创建文明乡镇3个，分别为省级文
明乡镇2个、州级文明乡镇1个；创建文明村
60个，分别为省级文明村2个、州级文明村
15个、县级文明村43个。各级党员干部签订
廉洁自律承诺书，狠刹大操大办等不良
风气。

注重以文化人。充分利用乡镇综合文化
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农（牧）家书屋
等，积极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开展
送戏进村文艺演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活
动、全民阅读活动。组织举办赛马会、射箭比
赛等体育赛事。组织开展“破除陈规陋习 推
动移风易俗”主题故事会活动，邀请道德模
范、致富带头人等讲好家教家风故事。

青海都兰县：
推进移风易俗 焕发乡风文明

◎ 乔格龙

内蒙古：
浸润文明乡风 美丽乡村内外兼修

◎ 李国萍

江西万安县：
推动家风民风持续向好

安徽界首市顾集镇：

宣传孝善文化建设文明乡风
◎ 刘玉东王楠楠

砥砺深耕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为营造诚实守

信、遵纪守法的良好氛围，让诚信之花在乡村盛开，近年来，各地砥砺深

耕，多举措推进乡村诚信建设，共促乡村振兴。

◆ 苏州市吴江区：

创新实施“承诺+积分”治理

目前，江苏苏州2023年度“诚信文化提
升月”系列活动正火热开展。此前的启动仪式
上，一部名为“苏州农村信用生活图鉴”的宣
传片引起了广泛关注，展现了江苏诚信乡村
新样本吴江区在信用管理上的探索。

吴江区以“江村”品牌为引领，将信用管
理嵌入乡村治理各层面，推动形成崇信向善
的新风尚。其中震泽镇众安桥村和三扇村创
新实施“信用承诺+积分治理”模式，通过加强
事前信用监管，充分激发村民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村民承诺。区信用办会同震泽镇政府、村
委会梳理制定遵守村风民俗、遵守社会治安、
农村人居环境、文明出行、文明畜养、垃圾分
类、农村出租房等十类信用承诺书，并开发线
上信用承诺书二维码，在“信用村”建设中引
导村民签订信用承诺书，将村民信用承诺履
行情况作为诚信积分依据。

村委会承诺。为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增强
村级组织公信力和执行力，吴江区科学编制

“小微权力、村级事务、公共服务事项”三张清
单，制定村委会政务诚信承诺书，将落实情况
纳入政务诚信考核。

乡村数字化管理。开发“江村通”数字乡
村平台，将乡村治理纳入模块管理，镇、村打
造面向村民的村级“积分平台”，对村民进行
积分管理，诚信积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文明
助农E贷信用贷款等。

生活用品、助农贷款，当看不见摸不着的
诚信积分可以兑换成真真切切的物质利益
时，村民的积极性有了显著的提高。而随着

“信用承诺+积分治理”措施的实施，这一份信
用逐渐正向反馈到乡村振兴上，获利的不仅
是村民，乡俗民风、乡村面貌也焕然一新。

◆ 晋州市刘家庄村：

打造信用村居建设试点

近年来，河北省晋州市扎实开展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围绕信用融合，因地制宜推出
“信用+党建”“信用+基层治理”“信用+积分
超市”等创新模式。晋州市以打造“信用晋州”
城市名片为目标，探索开展信用村居建设，以
信用赋能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振兴。

以晋州镇刘家庄村为信用村居建设试
点，在村“两委”办公室打造诚信文化墙，在村
民服务中心、村主要街道设置诚信文化宣传
展板36块、诚信知识宣传橱窗10个，使诚信
观念深入人心。

为提高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晋州市拓展
“信易+”场景应用，探索建设了刘家庄村诚信
超市。村民可以利用信用积分在诚信超市进
行生活物品兑换。在诚信超市货架上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大到空调扇、床品四件
套、厨房用品套装，小到水壶、水杯、围裙、生
活用纸等。与普通超市不同的是，货品标注的
不是价格，而是不同的诚信积分兑换分值，村
民可以用自己的积分兑换，也可以用家人共
同的积分兑换。

同时，晋州市以刘家庄村信用创建示范
村的实践成果，辐射带动全市乡村筑牢诚信
基石，打造重诚信、讲诚信、有诚信的“信用晋
州”城市名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环
境，助推全市营商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和社
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 毕节市威宁县：

营造守信光荣、你追我赶的氛围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
族自治县东风镇采拖村以健全完善村民自治
机制基础，以群众诚信体系建设为抓手，营造
文明和谐的生活环境。

采拖村多次召开群众会和入户征集意见，
在广泛征集乡贤寨老、村民代表和党员干部意
见建议基础上，围绕群众愿意听、听得懂、记得
住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村庄
管理等事项制定了村规民约。根据村规民约内
容，建立诚信建设体系，对群众行为进行量化

赋分，引导村民成为村规民约的维护者、文明
乡风的倡导者、移风易俗的践行者。

为充分调动群众遵守和执行村规民约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采拖村建立了由基础分、制
约机制、修复机制、激励机制四部分组成的诚
信量化赋分机制，每月对辖区居住的家庭进
行打分。结果进行榜上公示，并通过召开群众
会通报、大喇叭播报等形式表扬先进、警示落
后，对每月积分高的光荣榜户进行物质和精
神的双重奖励，让守信者得到了摸得着、看得
见的实惠，营造守信光荣、你追我赶的良好
氛围。

◆ 沙湾市老沙湾新村：

积分制让村民有德又有得

近年来，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老沙湾镇
老沙湾新村以积分制为抓手，探索乡村治理
的好法子。

为让诚信建设有抓手、有载体，老沙湾新
村为村民家庭及个人建立积分卡，给村民群
众自觉参与村“两委”组织的集体活动和其他
村级事务情况记录积分，经申请、审核、公示
等流程后，将分值按比例转换为货币，为群众
购置成等值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每季度按积
分分值兑现一次。自从实行积分制，让村民从
村级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村里的变
化日益明显，更多村民参与到信用建设中。

“我报名了村上的积分制，现在经常参加
邻里帮扶、环境卫生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不
仅自己心里高兴，而且能获得积分奖励，在积
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真是一件有德又有得
的好事。”村民吴红岩高兴地说。

据介绍，下一步，老沙湾新村将持续完善
这一模式，以为民办实事为目标，常态化开
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用“美德信用+”治理
模式，培养村民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和
责任意识，切实构建文明、和谐、稳定的和美
乡风。（综合威宁文明网、河北新闻网、中国新
闻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