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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习“吹散”新风“拂面”
——陕西黄龙县持续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 黄文

把文明种子深植千家万户
——河南唐河县推进移风易俗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 鲁新建德勇

近年来，陕西黄龙县坚持“内外兼
修”，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主线，持续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巧
用村规民约涵养文明乡风，活用特色资
源提升文明素养，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一
幅孝老爱亲、邻里守望、诚信勤俭的乡风
新画卷正在黄龙大地徐徐展开。

培育家风树典型

“行善积德，尽忠尽孝”“少壮不努
力，老大被人讥”……在黄龙县瓦子街
镇偏石村，家家户户的大门旁都挂着一
个设计精美的家风家训牌，各家都像爱
护自己的“脸面”一样，把它擦得锃光瓦
亮，这也早已成为偏石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道亮丽景观。

瓦子街镇探索出了一条“以家风带
民风、以民风助村风、以村风促社风”的
新途径，让好家风焕发新光彩，释放传统
文化正能量，成为建设乡风文明的样本。

“家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
学我父亲，我儿子学我，我孙子学我儿
子。我们将家风家训制作成牌匾挂在大
门口，这样大家做事有了更明确的准
则。”退休老支书荆树平自豪地说道。

近年来，瓦子街镇大力挖掘本土优
秀家风家训，组织开展“好媳妇”“好公

婆”“文明家庭”评选活动，由各村的村民
自己进行推荐评选，选出大家都认可的
乡贤典型，对树立的标杆、典型进行广泛
宣传，在全镇上下学习宣传本地挖掘的

“好婆婆”“好儿媳”等优秀个人的先进事
迹，充分发挥模范人物的引领作用，树立
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村民崇尚践行真
善美，全面提升村民的精神风貌。

村规民约“绘”上墙

“要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父母
应尽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子女也要尽
赡养老人的义务……”这样接地气的村
规民约在黄龙县石堡镇吉家河村的宣
传栏上尤为醒目。

乡村要美，美在文明。民风要正，正
在村规。“我们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
基础上，对原来的村规民约进行了完
善，补充了不少内容，村民都很认可。”
吉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王西峰表示，吉家
河村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让村民
不仅成为村规民约的践行者，更成为村
规民约的制定者，进一步激发村民的自
觉性、主动性、积极性。

在村民代表大会上，王西峰向村
民讲解移风易俗知识，带领大家学习
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将村规民约融入
日常生活。“现在人人讲文明，人人守
村规，村庄整洁又漂亮。”“人居环境整
治后，道路干净整洁了，我们的心情也

舒畅了很多。”围在一起的村民们谈起
村中近年来的新变化，感慨万千，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村规民约约束的不仅是村民，也
是对村干部的一种有效监督，充分调
动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王西峰说，“村规民约是推进乡风文
明、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基层党员
干部带头作好表率，带动群众主动践
行，让村规民约深入人心，真正起到
规范约束作用。”

近年来，石堡镇大力开展乡风文
明建设，提倡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村
委会成员和党员以身作则、示范引
领，带头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

红白喜事“破”旧俗

“有了红白理事会，村干部带头移
风易俗，村里办酒席攀比的现象少了。”

“以前，家里过事（红白事）光烟酒就得
花不少，现在有了新规后能节省不少
钱。”……说起村里风气的变化，村民纷
纷点赞。

近年来，黄龙县白马滩镇深入开展
移风易俗活动，通过创新方法路径，倡
导文明婚俗新风尚，以文明新风绘就幸
福画卷。

“阿姨，我们是志愿者，这是移风易
俗倡议书，您看一下……”连日来，白马
滩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深

入沿街商铺、居民小区，将一张张移风
易俗倡议书发到群众手中，通过现场讲
解的方式宣传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消费
新风，杜绝铺张浪费，并通过村级大喇
叭、宣传栏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宣传覆
盖面，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不仅如此，白马滩镇还引导群众
开展移风易俗签名活动，并组织辖区
内各户签订“移风易俗，从我做起”承
诺书，不断深化群众思想。共组织发放
移风易俗倡议书3200余份，签订承诺
书2000余份，制作宣传横幅50余条，
滚动播放电子宣传标语20余条，让群
众将移风易俗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
在心里、付诸行动。

如今，白马滩镇用村规民约建设美
丽乡村，让移风易俗有章可循，通过制
定出台《红白理事会章程》《红白理事会
工作制度》等制度，明确婚丧事宜办事
程序、彩礼酒宴标准，形成了“有人管、
按章办、机制全”的新模式，有效破除农
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高价彩礼、厚葬
薄养等不良风气，切实减轻群众负担，
获得群众认可。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
的铸魂工程。黄龙县充分发挥新时代
文明实践“融”的特性，引导群众自觉
践行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吹
散”陋习，吹拂新风，让文明实践走进
千家万户。

近年来，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通
过完善村规民约、开展文明实践、兑换
文明积分等举措，积极推进移风易俗，
让文明新风在乡村蔚然成风。

村规民约
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唐河县各村结合实际，广泛征集
群众意见、建议，在充分尊重传统民俗
的基础上，制定婚丧事办理章程，详细
规定宴席用菜数量、迎亲车辆等内容，
同时将婚嫁彩礼“限高”纳入村规民
约，“零彩礼”正成为当地青年的婚姻
新风尚。

“彩礼不超过3万元，婚车不超过6
辆、非亲人员随礼不超过100元，……有
了村规民约的约束，村里滥办酒席的情
况越来越少，村里的风气也越来越好。”
唐河县上屯镇齐庄村负责人说，为有效
遏制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等不良风气的
蔓延，齐庄村红白理事会帮助村民处理
红白喜事，让喜事、丧事操办有了标准，
切实减轻了村民生活负担，受到广泛赞
许。如今，红事新办、白事简办、小事不办

的新风尚在齐庄村已蔚然成风。
“村规民约在加强基层治理、推动

农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唐河县王集乡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各村将事前监督约束作为
重要手段，及时掌握全村群众的“办
事”动向，如果谁家有婚丧嫁娶等宴
会，村红白理事会成员都会及时上门，
第一时间了解宴席标准、礼金等情况，
同时运用正反案例说教和算账对比等
形式，引导群众自觉摈弃陈规陋习，树
立文明新观念。

文明实践
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

从宣传栏到新媒体平台，唐河县不
断扩大主流阵地，着力构建网上网下同
频共振的大宣讲格局，打造立体化宣传
矩阵，打造“唐州大讲堂”等七个宣讲品
牌，推出“乡情 乡魂 乡韵”“农村乡风文
明”等栏目，通过录制学习音频、录播专
题微宣讲等方式，让新思想宣讲“走新”
更“走心”；利用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
云上唐河客户端等媒体平台，推介各地

推进移风易俗的典型做法和经验成效，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让
美德“好声音”融入乡亲们的日常生活，
让文明新风成为乡亲们的价值取向和
行为准则。

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唐河县
司法局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移风
易俗宣传活动，以“禁止借婚姻索取财
物”等法律条款为主题，结合典型案例，
解读彩礼返还的相关法律规定，倡导文
明健康社会新风尚，广受群众好评。此
外，公益电影进基层、文艺活动进基层
等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
活动常年不辍，目前，唐河县活跃着90
多支百姓文艺队伍，表演节目涵盖了广
场舞、腰鼓、戏曲等多种文艺形式，创作
小品、戏剧等作品20余部。

今年以来，唐河县多途径推进婚俗
改革，倡树移风易俗新风尚，举办“婚嫁
新风进万家”主题宣讲活动，发放《抵制
高额彩礼 倡导婚嫁新风》倡议书，不断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和供给体系，将移风
易俗、家风家教、传统美德等内容“搬”
上乡村文化墙，让群众看得懂、记得牢、
用得上，在润物无声中浸润群众心田。

文明积分
焕发乡风文明新活力

走进唐河县滨河街道王庄村，最惹
人关注的是一面墙，墙上写着每户家庭
的文明积分。在村民们看来，这面墙不仅
承载着大家的“荣誉”，还关系到大家的
生活质量，因为文明积分可以“消费”。

“上次换了一桶油，不仅省了生活花销，
而且这油是吃在嘴里，美在心里。”一位
村民表示，现在的王庄村，“攒积分、比积
分、亮积分”的“文明攀比”之风特别“火”。

随着积分制的推行，唐河县滨河街
道王庄村的不文明行为少了、好人好事
多了、邻里之间更和谐了、生活也更舒
心了。

“积分掀起了文明新风尚，村里的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伍现在人满为患。另外，村
里的环境改善也很明显，因为每家每户都
有了打扫卫生、扮靓房前屋后的动力。”王
庄村相关负责人表示，积分让文明行为有
了量化标准，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为
更好地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增加了助
力，焕发了乡风文明的新气象。

近年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大格勒乡立足
自身实际，坚持多措并举，积极开
创移风易俗工作新局面，大操大
办、索要高价彩礼、乱埋乱葬、厚葬
薄养逐渐丧失生存土壤，节俭文
明、旅行结婚、生态安葬、孝老爱亲
正一步步成为婚丧嫁娶的“主旋
律”，向上向善向美的新风正气浸
润着“杞红小镇”。

“新思想”覆盖“旧观念”

为了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文明新风的熏陶，大格勒乡坚持价
值引领，通过微信公众号、“乡村大
喇叭”、宣传栏、微信群等“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宣传教
育工作，发布《移风易俗入户 文明
新风入心——致全乡群众的一封
信》，组织观看反映农村移风易俗殡
葬改革工作的电影《樱桃崮下》，集
中“点赞”移风易俗工作，“吐槽”大
操大办不文明行为……推动形成褒
扬新风良俗、声讨陈规陋习的氛围，
让原本想改而不敢改的群众放下思
想负担。

与此同时，大格勒乡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紧抓“春节”“清
明节”“重阳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组
织开展“文明祭扫”“温暖关爱”“孝
老爱亲”等各类主题活动，评选“好
婆婆好媳妇”8人，组织辖区80岁以
上高龄老人一起吃饺子、同过重阳
节，常态化开展“讲文明、树新风”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文明餐桌光
盘行动”等活动，让“新思想”覆盖

“旧观念”。

“新风尚”取代“老传统”

基层群众是移风易俗工作的主
体，群众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是
检验移风易俗工作成效的关键所在。
为此，大格勒乡坚持以服务为引导，4
个村全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村
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等形式，科学
合理制定婚丧喜庆事宜办理章程，由
村干部或乡贤担任理事会成员，全程

介入红白事办理，帮助群众算好“经
济账”“明白账”，按照章程约定的标
准、流程、仪式，实施事前提醒、事中
服务、事后跟踪。

该乡进一步健全完善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等基层自治组织，指导
4个村修订完善与治理高价彩礼、红
白喜事简办、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
乡风相契合的村规民约，把抵制高价
彩礼、控制酒席规模、拒绝红白喜事大
操大办等作为重点内容列入村规民
约，给村民划出行为底线，让全体村民
进行监督。同时，推广应用“积分制”管
理，将简办红白喜事、抵制高价彩礼、
提倡厚养薄葬等移风易俗内容纳入额
外积分项目，与全家福超市签订“积分
兑换合作”协议，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积
分“赚”“兑”活动，形成相互比积分、比
文明的良好局面，让“新风尚”取代“老
传统”。

“好典型”引领“新乡风”

大格勒乡紧紧抓住党员干部这
个关键群体，教育引导全乡党员干部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宣传和落实
彩礼、酒席等移风易俗“限高”标准有
关政策措施和具体要求，积极引导家
庭成员和亲朋好友自觉抵制高价彩
礼、反对陈规陋习，坚定不移做移风易
俗的宣传员、监督员和践行者。

同时，该乡精心培树各类先进
典型，深入开展“好婆婆好媳妇”“绿
色家庭”“美丽庭院”等各种道德先
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充分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动移风易
俗向纵深发展，把群众参与创建的
过程转化为群众自我服务、自我教
育、自我提升的过程。定期开设“道
德讲堂”活动，邀请先进模范分享自
身事迹和心路历程，把尊老敬贤、勤
俭节约、厚养薄葬等优良家风家训
渗透到群众生活习惯中，用身边人
讲好身边事，以好家风带动好民风。

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关键，大
格勒乡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坚持
把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让文明新
风吹进千家万户。

本报讯（张嫣 贺蕊）近日，甘肃
省张掖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市农业
农村局、市财政局在临泽县蓼泉镇
湾子村，举办了张掖市推进移风易
俗暨首批“和美乡村·幸福小院”授
牌活动。

为以家庭“小美”助力和美乡村
“大美”，张掖市妇联、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在已认定和正在创建的省、
市级“和美乡村”开展“和美乡村·幸
福小院”建设，推进“美丽庭院”提档
升级，提升乡村生活品质，截至目前，

该市各县区建设示范村12个，活动
现场为全市首批“和美乡村·幸福小
院”示范户代表进行了授牌。据了解，
为进一步促进“和美乡村·幸福小院”
建设，张掖市各县区还将加大对“巾
帼家美积分超市”资金支持，对该市
作用发挥好、管理运行好、建设实效
显的“巾帼家美积分超市”进行奖补。

活动现场，还为2024年度全省
“最美家庭”丁丽君家庭等20户家
庭，2024年度全市“最美家庭”李娟
家庭等80户家庭颁发证书。

本报讯（苏文）花衬衫、喇叭裤、动
感音乐……近日，在江苏省太仓市沙
溪镇塘桥村BA揭幕战的前夕，一场
别开生面的快闪秀《向快乐出发》在
篮球场上精彩上演。这是“宴前一刻
钟，文明送祝福”之后，同系列活动

“赛前一刻钟，文明倡新风”的首场
演出，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在享受运
动的快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明
新风的熏陶。

随着《向快乐出发》的旋律响
起，9名啦啦队队员惊艳亮相。她们
手持花球，舞步欢快，为篮球赛增添
了一抹亮色。6名篮球小哥手拿篮
球，在场中表演精湛的球技。10名不

同年龄段的男女老少组成特别队
伍，从观众席跑上场，参与表演，把
气氛推向了高潮。

在观众席中的志愿者手持不同
文明主题的标语牌，其中“拒绝升学
宴”等移风易俗标语特别引人注目，
倡议人们以更加健康、节俭的方式
庆祝学生的成绩，得到了现场观众
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沙溪镇在移风易俗宣传上开拓
新思路，利用体育赛事的广阔平台，
借助现场的超高人气，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
和互动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
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

本报讯（闫宇）近日，山西省吕梁市
开展了主题为“移风易俗领风尚，文明
新风润吕梁”的移风易俗巡演活动。活
动走进临县城庄镇、碛口镇，为当地群
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据悉，此次巡演活动是吕梁市深

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举措之
一，活动现场，演员们通过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节目丰富多彩
贴近生活，寓教于乐，引导广大群众
自觉摒弃陈规陋习，自觉践行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

近日，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
都水族自治县、榕江县
两县百鸟衣苗族议榔
栽岩习俗展示暨移风
易俗改革宣传座谈会，
在榕江县兴华乡摆贝
村召开。会议宣布了

“议榔规约”，旨在推动
都柳江百鸟衣苗族支
系移风易俗改革进程，
提高内部自治管理效
率，建设团结、和谐、互
助的和美苗乡。图为会
议现场。 王炳真摄

“议榔规约”
话文明

甘肃张掖市
首批“和美乡村·幸福小院”授牌

山西吕梁市
移风易俗巡演活动进乡镇

江苏太仓市沙溪镇
移风易俗宣传有新意

文明润乡土新风沁民心
——青海格尔木市大格勒乡积极开创移风

易俗工作新局面
◎ 侯倩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