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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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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积极落实党中央关于移风易俗的

决策部署，坚持守正创新、弘扬良好风尚，在遏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盲目攀比等方面取得了明

显成效，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文明新风日益浓厚。本期选取山东聊城、云南沧源、安徽庐江、

陕西宝鸡在推进移风易俗、降低农村人情负担方面的经验做法，感受群众身边的文明新风。

近年来，安徽省庐江县结合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建设，着力打造乡风文明馆、村史馆、移风易俗
大礼堂、新风堂等移风易俗活动载体，倡导文明新
风尚，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落实落细。

“祝您生日快乐，祝您生日快乐……”近日，在
乐桥镇老院社区的新风堂里，一场别开生面的集
体生日宴会正在举行。辖区9位70岁以上的老寿
星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唱生日
歌，吃生日蛋糕，拍合影照，其乐融融。

“今天在这里集体过生日，接受大家的祝福，
感到很温暖，比自己单独一个人在家里过生日热
闹多了，还减轻了子女们的负担。”71岁的张建明
高兴地说，“咱们农村办喜事，还是在乡村里好，乡
里乡亲的聚在一起多热闹。”

如今，在家门口新风礼堂内举办红白事，已经
成为当地群众的首选。与老院社区相邻的乐桥村
新风礼堂自2022年底建成以来，已经陆续承办了
当地村民20余场宴会活动。“孙子还有3天就满
月了，我建议儿子和儿媳回村办满月酒，特地在新
风堂预定了15桌酒席，合计了一下，能省好几万
元呢！”73岁的村民邢茂松喜滋滋地说。

乐桥镇乐桥村党委委员许成龙介绍：“村民在
办事前到村红白理事会申请报备，即可在新风礼堂
办事，这里免费为村民提供场地、餐桌，还有专门的
志愿者队伍帮忙操办，让村民省心省事又省钱。”

如今在庐江，各地利用新风堂将移风易俗理
念融入居民文化生活中，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不断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营造
崇尚文明新风、破除陈规陋习、建设美好家园的浓
厚氛围。

新风堂里喜事多，文化礼堂吹新风。
“讲文明，树新风，不攀比，无烦恼……”日前，

在冶父山镇魏岗村文化大礼堂里开展了一场《移
风易俗三字经》诵读和最美家庭事迹宣讲活动，旨
在用身边人和身边事教育广大群众，营造孝老爱
亲、邻里和睦的和谐环境，促进移风易俗和乡风文
明建设。

“我们小学生应该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从
小养成良好的习惯，争做文明少年，传承优秀中华
传统文化。”冶父山镇魏岗小学学生高子航说。

冶父山镇魏岗村利用公房存量资源建成一座
文化大礼堂，既可以承办村民家里的婚丧嫁娶等
宴席，平日里还可以作为村民文化娱乐活动的主
要场所，同时兼顾文化活动场地作用，成为群众文
化学习、思想交流的坚实阵地。

“在文化大礼堂，经常能听到一些‘最美家庭’
‘好婆婆好媳妇’宣讲，让群众从中受到教育，增强
了村民的文明意识，争做新风尚的传播者，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村民徐琼芳听了宣讲之后，深有
感触地说。

魏岗村文化大礼堂建成于2019年，建成以后
就对群众开放，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配备了音
响、桌椅等设备，能够充分满足群众举办各种文化
体育活动和办理红白喜事等需求，每周都有两三
场活动。

“我们深化文明创建、文明实践、文明培育工
作，让乡风民风更淳朴、人居环境更美丽，文化生
活更丰富，不断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为乡村
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丰润的道德滋养。”魏
岗村党委书记章传友介绍，“我们将积极开展各类
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深入发动群众，让更多群
众自愿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中。”

为进一步倡导文明新风，庐江县230多个村
居都建成了新风堂或者文化礼堂，并成立了红白
理事会，制定了婚丧嫁娶宴席标准和每人200元
礼金标准，引导广大群众抵制大操大办、厚葬薄
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推动村民走出“人情消
费”，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完善各地新风堂等
服务设施，将这些设施建设成为村民家门口的，集
文化宣传、村民议事、操办宴席等功能为一体的综
合服务中心，成为移风易俗宣传阵地和文明乡风
示范基地，推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
升，让文明乡风在乡村蔚然成风。”庐江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中心文明创建科科长夏欣介绍。

2023年6月，云南省民政厅印发了《关于开
展生态葬式葬法试点工作的通知》，将临沧市沧
源县、西双版纳州勐海县作为全省推行少数民族
节地生态葬试点，推动生态集中安葬与绿色殡
葬、人文殡葬、惠民殡葬相结合，实现安葬方式
从资源消耗向绿色生态可持续转型，使节地生态
丧葬习俗成为主流。

世代居住生活在沧源佤族自治县的佤、傣、
拉祜等民族的传统丧葬习俗是公认朴素、生态、
绿色的节地生态葬式葬法之一，无论实行遗体深
埋还是民间火化后均不留坟头、不立碑、不祭扫，
逝者对墓地没有占有权，同一块墓地重复循环使
用，成为推动殡葬行业绿色发展的典型示范。

翁丁村是一个距今有400多年建寨历史的
佤族村寨，面积15.88平方千米，全村辖3个自然
村、6个村民小组、306户1308人。翁丁村把推行
节地生态葬与倡导移风易俗、厚养薄葬、保护生
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相结合，把村规民约、红
白理事会作为提升乡风文明、推进移风易俗的重
要抓手，将简办红白喜事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

在推进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在红白理事会的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下，翁丁村的佤
族传统丧葬习俗得到很好的传承，更为推行节地
生态安葬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翁丁村充分发挥
老村干部、德高望重的老人、党员和乡贤人熟、
地熟、情况熟优势，健全以村党支部为引导，能
人带动、群众参与和程序规范、管理有序、共建
共享的红白理事会、老年人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
织，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村里党员、理事会成
员带头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新风
尚，形成村民办事不攀比、铺张浪费和“我制定、
我承诺、我遵守”的良好氛围。

“我们佤族在办丧事时，家中不设灵堂，子女
不披麻戴孝，不烧香磕头，只有司仪老人帮忙迎
接来吊唁的人。”翁丁村支书肖文军介绍说，翁丁
村白事待客既经济又简单，办事时间一般一至两

天，通过摆长宴“一菜一饭一汤一坨肉”，方便寨
子内外亲戚交流，有时办事人家场地小，本寨人
拿着小盆或碗打包回去吃，整个白事宴席简朴又
不失庄重，既让人情交往“味道”不减，又使人情
负担得以减负。现如今，随着部分村民思想观念
的转变，办事从之前的长宴改为8人桌宴，“一菜
一饭一汤一坨肉”改为“三菜”（即，一个凉拌菜，
一个荤菜，一个汤）一饭，没有大操大办、讲排场、
摆阔气、搞攀比、铺张浪费现象，白事花费在8000
元至1.5万元不等。

“红白事家家户户都会有，要根据自己能力办
事，即使生活条件好，有更大的经济能力，也不能
浪费。”红白理事会理事长杨岩块介绍，“我们理事
会虽然只有5个人，年龄最大72岁，最小40岁，覆
盖3个自然村，当村民家有事我们都会到达现场，
大力宣传办理红白事从简的好处，引导村民不要
大操大办、攀比，村民都比较赞同和接受。”

此外，翁丁村积极开展新时代“十星级文明
户”和“致富带头人”、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
动，用文明新风“软实力”打造乡村振兴“硬环
境”；用好用活合作社积分管理，将积分管理与
党建引领、文化旅游相结合，以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文明创建、行为规范等为着力点，突出治理
脏乱差、反对封建迷信等内容，将积分制的主要
内容、评分标准、考核结果交由村民来商定，充
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教育引导村民改变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2023年，翁丁村调解群众婚丧嫁娶等矛盾5起，
帮助群众做好事、解难事10件。

“今年，我们印发《沧源佤族自治县推行少数
民族节地生态葬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启动推行少
数民族节地生态葬试点工作，希望能有效保护和
发扬少数民族节地生态传统优良丧葬习俗，引导
大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减轻群众
负担，推进殡葬移风易俗，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沧源县民政局负责人银韫喆如是说。

陕西宝鸡市宝丰村：
移风易俗破陋习
文明新风润人心

◎ 齐小伟

“这几年，大操大办的现象基本没有了！”陕西省
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宝丰村党委书记李亚琪欣慰地
说，“以前，村民办丧事前前后后要折腾一周左右时
间，现在两三天就结束了，节约时间，也减轻了经济
负担。”

宝丰村全村有970多户4100多人，一年下来
各种红白喜事（简称“过事”），少说也有百十场。一
场至少得花费几万元，而且耗时长、干扰正常的生
产生活，村民们经常几天都干不了农活，外出打工
的也走不了；主人家还要操心吃饭、住宿等很多
事，让人心力交瘁，也增加了家庭负担。对于丧事
简办、喜事新办这个可喜的变化，今年64岁的陈
银庚老人深有感触地说：“以前都讲排场，敲锣打
鼓、大操大办，可以说是劳民伤财！”

“如今村里‘过事’，不摆酒席、不设礼桌！”李
亚琪介绍说。针对婚丧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厚葬
薄养等不良习俗，村“两委”积极探索移风易俗婚
丧简办新路径，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村规民
约，不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倡导大家主动转变
思想观念，自觉摒弃陈规陋习，争做文明新风的倡
导者、推动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建设文明新风，移风易俗是关键！”陈仓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朱亚峰介绍说，为了进一步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陈仓区持续开展移风易俗进
村组、进社区，文明之歌大家唱等系列活动，充分
发挥道德讲堂、文明实践大讲堂等阵地作用，采取

“寓教于乐”“以点带面”的方式，通过“小场面”讲
好“小故事”，说清“大道理”，凝聚移风易俗的强大
力量。同时，充分发挥“一约四会”作用，广泛开展
文明家庭、最美庭院、好婆婆、好媳妇等评比活动，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社会抵制封建迷信、天
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不良习气和陈规陋习，营造移
旧俗、除陋习、尚科学、倡新风的良好社会氛围，助
力文明乡村、美丽家园建设。

5 月 17 日，山东省聊城市
东昌府区沙镇镇举办“倡导文
明婚俗、推进移风易俗”活动，
通过新婚夫妇、钻石婚夫妻现
场讲述爱和家庭的意义、向群
众发放移风易俗宣传单、婚俗
改革文艺表演等，引导群众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恋爱观、婚
姻观，营造喜事新办、文明向
上的婚俗新风尚。图为沙镇镇
王桐村新婚夫妇在“倡导文明
婚俗、推进移风易俗”打卡处
拍照留念。

张振祥呼静茹摄

云南沧源县翁丁村：
用好红白理事会 传承民族好习俗

◎ 赵淑芳 李新翠 尹美秀

安徽庐江县：
新风堂里喜事多乡村劲吹文明风

◎ 钱良好

本报讯（黄向前）“文明新风树起
来，家风家教立起来。尊老爱幼是美德，
优良传统要继承。”走进江苏省启东市
北新镇邦道村，村道边醒目的村规民约
传递着文明新风，滋润着百姓心田。

近年来，北新镇把村规民约作为加
强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抓手，全镇24个
村村规民约齐上墙，并通过组织志愿者
宣传、解读村规民约，不断提升群众文
明素养，让移风易俗深入人心，文明氛
围日益浓厚。

近日，北新镇邦道村九组的张家老
人去世，家属响应村规民约，丧事简办。

“老人去世是件伤心事，大摆宴席，劳民
伤财不说，也不适宜追思的氛围，我们
在老人生前尽足孝道，才是真正的尽
孝。”子女们感慨道。这是北新镇倡导喜
事新办、丧事简办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北新镇广泛开展移风易俗讲文明，除陋

习、树新风等活动，全镇上下迅速掀起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热潮，狠刹婚丧嫁
娶大操大办、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等不
良风气。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
风，移风易俗是关键。为深入推进移风
易俗，北新镇指导各村完善“一约四会”
长效机制，规范婚丧嫁娶、文明祭祀等
村规民约，通过德高望重、沟通能力强
的乡贤、老干部、村民等能人带动，强化
治理效能，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积
极推进“文明镇村”“身边好人”“文明家
庭”等典型评选，充分发挥道德榜样的
引领作用，以身边人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开展道德评议会、文明积分兑换、移
风易俗宣讲活动100余场。2023年，北
新镇获评南通市文明镇，创成南通市文
明单位2个、南通市文明村2个、南通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2个。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那
楠乡以文化振兴为抓手，以开展“移风
易俗”主题系列活动为载体，打造“那楠
好人家”乡风文明品牌，深化乡风文明
建设工作，树立文明乡风。

打造“那楠好人家”乡风文明品牌，
提供那楠“山区强乡”建设“精神滋养”。
那楠乡以“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为目
标，促进实现“物的新农村”与“人的新农
村”齐头并进，努力开创经济强、农民富、
生态美，与乡村文明相互融合、治理创新
同步提升的强乡发展之路。“那楠好人
家”乡风文明品牌创建围绕“那楠好人”

“那楠好家庭”“那楠好书屋”“那楠好支
部”“那楠好村庄”五大评选活动载体，及

“在农家书屋里过六一”“七一·共建一个
好支部”等主题活动，让好家风、好村风、
好民风在那楠乡村成常态，为全乡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

打造“那楠好人家”乡风文明品牌，
提升那楠乡村振兴“软件实力”。那楠乡
通过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把“那楠好村庄”评比与乡村振兴有机
结合，按照干净整洁村、美丽宜居村、特
色精品村三个标准，在全乡范围内开展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整治行动，进一步推
动“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由村庄面上
清洁向屋内庭院、村庄周边拓展延伸，

让群众都乐于参与乡村振兴，以乡风文
明之“魂”引乡村振兴之“路”，用乡风文
明“软实力”筑牢乡村振兴“硬环境”。

打造“那楠好人家”乡风文明品牌，
造就那楠群众新时代“道德风范”。移风
易俗活动的开展，是那楠乡顺应民意的
惠民工程，也是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

“减负”工程。那楠乡党委联合共青团、妇
联等组织，组建抵制高额彩礼志愿劝导
队，印发《“婚事新办 喜事简办”移风易俗
倡议书》，并以“带头弘扬新风、践行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抵制天价彩
礼、反对大操大办和铺张浪费”作为“那
楠好家庭”评选标准，在全乡范围内营造
移旧俗、除陋习、尚科学的“新风”氛围。

谈到“那楠好人家”乡风文明品牌的
创立，那楠乡岽站村党总支部书记林恺
说：“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归
根到底是为百姓谋福祉。‘那楠好人家’
乡风文明品牌的启动，让我们看到了一
首以‘乡风文明’为主题的新乐章正在
那楠铿锵奏响，让我们看到了以文明为
底色的和谐发展画卷正在那楠大地徐
徐展开。”

“下一步，那楠乡将扎实有效、大力推
进乡风文明建设，全力打响‘那楠好人家’
乡风文明品牌，让那楠人民群众因文明而
更加幸福。”那楠乡相关负责人表示。

广西宁明县那楠乡：
打造“那楠好人家”乡风文明品牌

◎ 李金 江冰胡琼飞吴佳倩

本报讯（古浪新）近年来，甘肃省古
浪县定宁镇聚焦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
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使文明乡风吹拂
村组巷道，滋润百姓“心尖”。

立新规，展现文明“新风貌”。通过
召开村民座谈会、协商议事会等方式广
泛听取民意，制定各村村规民约。倡导
喜事新办，婚嫁原则上不收彩礼、不陪
嫁妆，婚礼文明简洁，提倡集体婚礼、旅
行婚礼。提倡白事不摆酒席，厚养薄葬，
吊唁就餐“一碗烩菜办丧事”，摆脱“面
子关”、放下“攀比心”，控制办丧规模，
不大操大办、不铺张浪费。

勤宣传，树立文明“新风向”。“婶
婶，这是移风易俗倡议书，您拿着，我
来给您讲解一下……”定宁镇通过进

村入户、集中宣讲和微信群推送等方
式，结合身边事例宣传盲目攀比、铺张
浪费等不良行为的危害，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村民讲解移风易俗的意义。
同时还倡导大家摒弃不良社会风气，
树立节约意识，培育文明、健康、科学
的生活方式。

树榜样，评出文明“新风尚”。定宁
镇不断开展“美丽庭院”“最美家庭”“好
媳妇、好婆婆”等百姓典型评选活动，将
群众认可、影响力广、感染力强的孝老
爱亲、睦邻友好、勤俭持家等移风易俗
典型选出来、推上去。通过树立先进典
型，用群众身边事教育引导身边人，形
成“比学赶超”生动局面和浓厚氛围，培
育乡村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陈光昌）4月19日，贵州省
天柱县渡马镇和美乡村合约超市在渡
马集镇开业，渡马镇5个村5000多户村
民可以用积分兑换商品，也可以购买价
廉物美的商品。一个月来，经常有村民
在超市里挑选，提着心仪物品的手提袋
到柜台结账。和美乡村合约超市是渡马
镇探索创新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模式。

渡马镇立足“合约食堂”基层自治基
础，整合下辖杨柳、新民、桥坪、龙盘、共
和5个村的资源，“五联共创”推进抱团
发展。各村入股联合成立天柱县五方兴
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20
万元合办和美乡村合约超市。这一模式
通过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拓宽村级集
体经济增收路径，将超市盈利用于积分
兑换物品、奖励文明家庭等，推动乡村
治理和集体经济同频共振。

渡马镇党委书记陆应福介绍，渡马
镇将农村环境整治、移风易俗、基层治
理等多领域细化分类、量化赋值，制定

“拥党爱国、遵纪守法、治理有效、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发展致富”6个正负面

板块、61条积分细则，实行一月一评、一
季一发、“晾晒”通报，对村民参与活动
的情况进行量化“积分”，当积分达到要
求分值时，可在“合约超市”里兑换相应
商品。同时，渡马镇把积分管理纳入村
规民约，依托“天翼数字乡村”平台，采
取村民自主申报、村委后台审核、扫码
兑换奖励的方式，鼓励群众通过合约管
理的形式参与基层治理服务事项，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全
镇上下形成尊老爱幼、团结和谐、热心
公益的良好风尚。

“10个积分相当于1元钱，正面加
分最多达2300分，相当于可以兑换230
元的商品。”渡马镇党委副书记杨海燕
说，获得积分的村民，可以兑换食盐、
油、面条、牙膏、洗衣粉、洗洁精等生活
用品，也可以兑换饮料、茶叶等商品。

“孩子应征入伍，见义勇为、参加植
树、拆除废弃猪圈等都能加积分，积分
可以兑换超市产品，我们大家都愿意参
与乡村治理。”现场购物的共和村村民
陶光祥开心地说。

江苏启东市北新镇：
村规民约齐上墙

甘肃古浪县定宁镇：
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尚

贵州天柱县渡马镇：
五村共建和美乡村合约超市

感受群众身边的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