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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浸润乡土 新风吹拂心田
——浙江平阳县多举措深入贯彻落实移风易俗改革攻坚行动

◎ 薛杨杨甘凌峰

“红娘驿站”牵红线 未婚青年“桃花开”
——安徽砀山县葛集镇“桃花开红娘驿站”助力移风易俗

◎ 葛集文

“以前办一场喜事锣鼓喧天，烟花爆竹满
天飞，大家攀比严重，经济负担越来越重，现在
推行移风易俗改革，喜事的开支大幅度下降，
环境也变得更好了……”近日，浙江省温州市
平阳县鳌江镇青桥村的村民在参加完新式简
约婚礼后，忍不住感叹。

近年来，平阳县以“10”条新规为主线，采
用疏堵结合、破立并举的方式，多举措深入贯
彻落实移风易俗改革攻坚行动。截至今年7月
底，平阳县16个乡镇累计开展189起移风易俗
活动。

勾勒制度新蓝图
发挥干部示范作用

为指导移风易俗相关工作顺利进行，平
阳县相继出台了《平阳县移风易俗改革攻坚
年行动方案》《平阳县婚事新办实施细则》和
《平阳县丧事简办实施细则》及解读文件等
相关文件。在新建的制度框架内，平阳县制
定了“10”条新规，即推行婚宴酒席套餐制、
推行人情随礼封顶制、推行喜宴报告公示制

“三项制度”，深化丧事简办标准化治理、深化
办丧过程制度化治理、深化“青山白化”生态
化治理“三项治理”，推出一批简约婚庆服务
项目、建设一批殡葬服务设施、完善一批殡葬
服务惠民政策、强化一批办丧便民服务政策

“四项服务”。
为强化规章，引领制度落实，平阳县还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作用，积极引导县、
乡镇、村三级党员干部率先签订《关于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的承诺书》，严格执行移风易俗管
理办法。每逢白喜事，党员干部都需在事前、事
中、事后填写系列操办婚事或丧事的报告表与
公示表，做到事前有承诺，事中有监督，事后有
公示，以党风促良好的政风民风。

破除旧习树新风
凝聚合力促改革

平阳县萧江镇华山村党总支副书记郑上早
的爷爷简办百岁寿宴，将省下来的20万元寿宴
礼金用来支持村里设施建设；石塘社区上林垟

村“两委”为破“人情面子”，特地召开专题会，执

行婚事新办制度，将1200元随礼降到每人300
元；昆阳镇海鸥义工队以“婚礼+公益”的新颖形
式，倡导婚俗新风，队员赵春燕的儿子结婚当
日，赵春燕主动出资，用烧制好的寿面、汤圆和
红枣莲子汤换来广大群众的祝福……

良好的文明风尚离不开移风易俗改革工
作的推进，为扎实做好移风易俗工作，平阳县
各部门各司其职，加强联动，商务、旅游、物价、
市场监管等部门发挥价格指导、行业管理和市
场监管等职能作用，督促餐饮酒店推出切实可
行的宴席套餐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组织
开展婚丧用品市场经营主体专项检查，共出动
检查人员84人次，检查市场经营主体42家；县
民政局开发了 移动设备APP殡仪服务系统，
由工作人员直接上门开展殡仪服务，截至目前
共服务27036起。

抓牢婚俗改革新举措
巩固移风易俗新成果

平阳县积极推进“1+N”阵地提升工程建
设，充分发挥婚俗改革示范引领作用，建成国

家5A标准婚姻登记场所，登记阵地集婚姻登
记、婚姻家庭辅导、婚姻文化展示等功能于一
体，配备系列智能自助服务一体机等智能化、
现代化便民设备设施，为群众提供温馨、周全、
便捷的婚姻家庭服务。

平阳县还将线上线下相融合，打造乡镇村
社婚姻家庭幸福E站，涵盖婚姻家庭辅导、调
解、家庭走访、婚俗改革宣传等多项服务内容，
实现功能齐全、科技便捷的数字婚俗改革服务
阵地有效覆盖。目前，平阳全县共挂牌成立公
益性户外婚礼基地30家，可供婚事新办的文
化礼堂223家，投入使用的村镇婚庆喜宴中心
14家，授牌婚俗改革示范基地8家。

近年来，平阳县积极奏响婚俗改革“多重
奏”，推动以婚俗改革为典范的移风易俗改革
工作。2022年，平阳县在第一批全省婚俗改革
实验县（市、区）评估中被确定为优秀，并列入
持续深化婚俗改革重点推进县（市、区）名单。

如今，通过各项移风易俗改革举措，平阳
县群众的精神面貌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文明
新风正潜移默化地融入群众心中，浸润着平
阳大地。

“听说王姨在村委会值班，我俩到镇里赶
集顺路来看望您！”日前，安徽省宿州市砀山
县葛集镇白腊园村青年王宏标和妻子刘康
丽，来到白腊园村委会“桃花开红娘驿站”里，
向“红娘”王梅花表示感谢。

据悉，2021年，当兵8年的王宏标退伍回
到家乡白腊园村，因多年当兵社交范围小，婚
姻一直没有着落。“红娘”王梅花给他介绍了
邻村的女青年刘康丽。一年后两人完婚，组成
了幸福的家庭，现在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
宝，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为让广大农村青年有一个放心交友的平
台，2022年初，葛集镇党委率先在白腊园村创
新成立“桃花开红娘驿站”，通过组建公益“红
娘”志愿团队，为未婚青年牵线搭桥，并为新
婚家庭化解纠纷，引导群众树立健康向上的
婚恋观、家庭观，进一步减轻群众负担，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

“我具体负责‘红娘驿站’日常工作，驿站
主要提供婚恋信息咨询、组织婚恋联谊活动、
宣传婚姻法律法规和文明婚恋观念等，成为
农村青年交流和互动的平台。”白腊园村妇联
主席吕会丽说。驿站内设置聊天室，为单身青
年提供友好交流场所；同时建立动态信息库，
向单身青年提供信息登记、婚恋牵线、联谊交
友、婚恋指导等志愿服务。

“一根红线两头牵，‘红娘’助你早脱单，
我负责牵线，你们用心谈，脱单机会就在眼
前。”白腊园村“红娘八姐”朱素侠注册的“砀
山红娘八姐”抖音号吸引了许多砀山县及周
边的未婚青年，已经帮助很多单身青年喜结
良缘，成为砀山县小有名气的“红娘”。

“我把报名未婚青年的信息建成资源库，

现在有2000多人，有在家乡创业的年轻人，
也有在外地务工的砀山青年。‘红娘是杆秤，
两方一般重’。我根据报名青年年龄、身高、兴
趣爱好、学历、工作及收入等条件，综合在一
起，掂量一下，把条件相仿的进行精准匹配，
这样成功率会高一些！”说起自己的“说媒
经”，“八姐”朱素侠侃侃而谈。两年来，她已成
功介绍20多对。

白腊园村“桃花开红娘驿站”把“八姐”
这样的“红娘金牌”吸纳进来，组建了“公益
红娘”志愿团队，包括热心“红娘”、老党员、

“好媳妇”、“好婆婆”等20多人，其中“金牌
红娘”有 8人。她们不仅熟悉乡村的婚姻习
俗，也了解年轻人的婚姻需求，在说媒过程
中，“公益红娘”始终坚持诚实、真实、尊重
原则，为单身男女提供优质、安全、高效的婚
介服务；同时，她们“化身”移风易俗的宣传
员，深入青年男女家中，宣传高额彩礼的危
害，引导他们理性看待婚姻和彩礼，树立正
确的婚姻观。

“村级‘红娘驿站’定期为‘红娘’开展业
务培训，提升‘红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
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婚恋服务，它不仅是提供
婚姻咨询和服务的平台，更是婚俗改革的传
播站和引导台。”葛集镇党委委员廖子溱说。

作为“桃花开红娘驿站”的“金牌红娘”，
“八姐”给人牵线时总是提醒双方要端正心
态，将心比心，要把两人的幸福放在第一位。
2023年国庆节前，经“八姐”介绍的一对新人
准备结婚，女方父母为了让女儿嫁得风光，要
求男方准备20万元的高额彩礼，双方多次协
商未果，眼看婚期就要到了，急坏了一对新
人。“八姐”多次上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彩礼是给别人看的，但是日子是自己过的，
拿了高额彩礼，满足了面子和虚荣心，可欠的
债最终还是会变成小两口的负担，真是得不
偿失！”在“八姐”的劝说下，女方父母做出了
让步，国庆节期间小两口幸福地步入了婚姻

的殿堂。
“男女结婚，彩礼多不代表婚姻就幸福。

俺闺女结婚，我就和亲家说，我们不要求彩
礼，你们随心意表达一下就行，孩子嫁过去是
过日子的，俩孩子生活过得好，是我们最大的
心愿。”在白腊园村石亭下，“金牌红娘”王梅
花向村民分享自己移风易俗、弘扬新风的
故事。

对此，男青年王宏标深有感触：“我结婚
时，家里经济不宽裕。在王姨的开导下，女方
说彩礼多少无所谓，只要两人感情好就行。我
准备了6万元彩礼送过去，女方不但把彩礼全
带回来，还陪嫁了2万元，为小家庭发展夯实
了基础。”

“我们‘红娘驿站’做的是公益事业，不
收中介费，介绍成功后，按照砀山本地的风
俗习惯，男方一般会送给‘红娘’一条大鲤鱼
表示感谢。这让我们很有成就感！”白腊园村

“桃花开红娘驿站”负责人吕会丽乐呵呵
地说。

“锣鼓一敲震天响，移风易俗来宣讲，我
们来演三句半，请欣赏！树立新风除陋习，政
府提倡合民意，弘扬时代新风尚，必须的！乡
下小伙搞对象，媒婆串门来说亲，七嘴八舌讲
彩礼，乱扯皮！我劝各位多学习，树立新风讲
文明，量力而行办喜事，莫攀比！”葛集镇举办

“移风易俗树新风”活动，白腊园村“红娘驿
站”团队表演节目《移风易俗三句半》，在欢快
的锣鼓声中，将移风易俗新理念唱到群众心
坎上。

“桃花开红娘驿站”自成立以来，通过开
展婚恋服务，提高婚恋成功率，帮助大龄青年
解决婚恋难题；并通过举办各类活动，宣传移
风易俗新婚姻观念，引导群众轻外在条件、重
内在素质，免除高彩礼、简办婚事，自觉抵制
恶俗婚闹，树立健康的婚姻家庭观。目前，“桃
花开红娘驿站”已服务单身青年100余人次，
帮助36对青年成功牵手。

广西柳州市鱼峰区
“月下夜话”话出新风尚

本报讯（谢永辉）“村里提倡移风易俗后，
不仅统一了宴席标准，还规定了礼金上限，现
在请柬少了、办酒花费少了，大家都轻松……”
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雒容镇
大正村的农家庭院，30多名村民围坐在一起，
纷纷为身边的新风气点赞。这是雒容镇开展

“月下夜话”移风易俗宣传活动的现场。
据了解，鱼峰区共有37个行政村，为持续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今年以
来，该区各村屯积极组织村“两委”干部、红白
理事会成员、村后盾单位干部职工，深入村屯
开展形式多样的移风易俗宣传活动，让宣传活
动从“书面语”变为聊家常，从单一宣传变为算
细账，从会议室变为“月下夜话”，让村民们坐
得住、听得进。

“前两天有村民去世，家属遵守丧事从简
的倡议，凡本村亲戚朋友来吊礼最高收200
元，村里人免费帮忙张罗，两天就完事了。”雒
容镇坭桥村红白理事会会长李日雄说。

据悉，近年来，鱼峰区把田间地头、村口广
场、农家院子变成学习园地和宣讲课堂，开展

“村民说事”移风易俗议事会，邀请邻里乡亲宣
讲自己的家风家教故事，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
乡风文明治理中来，不断破除陈规陋习，提升
精神风貌。

四川仪陇县
集体升学礼引领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何帅）为进一步破除陈规陋习、培
育文明乡风，近期，四川省仪陇县广泛开展集
体升学礼活动，减轻了群众的人情负担，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8月16日，一场主题为“争做时代好青年，
重整行装再出发”集体升学礼在该县日兴镇举
办。一大早，在日兴镇政府广场上，参加集体升
学礼的104名学子和家长共同在“推进移风易
俗，弘扬时代新风”签名墙上郑重地签上名字。
随后，日兴镇党委在政府“大礼堂”组织举行了
集体升学礼，为学子戴上大红花、披上“金榜题
名”绶带，并为他们发放由“仪陇县慈善会·日
兴益爱慈善基金”募捐的助学金共计7.55万
元、励志书籍104套。

8月19日，该县凤仪乡举办了主题为“党
建引领践初心 金秋助学暖人心”第三届金秋
助学金颁发活动。活动中，仪陇县教体局相关
负责人宣讲了大学生助学贷款等相关政策，并
为大学新生举行了集体升学礼，学生们还集体
朗诵了《无负今日说》。随后，部分学生代表和
家长代表发言，嘉宾为大学新生现场发放了奖
学金。

8月 20日，仪陇县福临乡举办了第二届
集体升学礼。当天，今年考上大学的36名学
子来到建华村，观摩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情况，
感受家乡的变化，并在插旗山村参观红军旅
长陈光第陈列室，接受红色教育。活动还在仪
陇县福临乡政府礼堂为学子们颁发了奖学金
和荣誉证书，学生及家长代表现场签订了《拒
办升学宴谢师宴承诺书》，推动移风易俗，弘
扬文明新风。

集体升学礼不仅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了一
个文明、简约的庆祝方式，更破除了陈规陋习、
弘扬了文明新风。不少家长表示，比起传统的
吃一顿喝一杯的“升学宴”“谢师宴”，集体升学
礼仪式感更强、人情味更浓。

山东潍坊市奎文区大虞街道
“小戏小剧”

让移风易俗宣讲“活起来”

本报讯（潍坊文）“敲锣打鼓走上台，一人
一句说起来，今天主题说什么？移风易俗！”近
日，在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大虞街道东庄社区
临商银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以“抵制高
额彩礼 倡导文明婚俗”为主题的三句半宣讲
在此上演，现场笑声不断，掌声连连……

宣讲现场，清脆悦耳的鼓声、节奏欢快的
曲调再配上春晖爱心艺术团志愿者们生动的
语言、夸张的表情、滑稽的动作，短短五分钟的
内容就把观众纷纷逗乐，台下掌声、笑声一波
高过一波，把推进移风易俗、传播文明新风的
主旋律带到了居民身边。宣讲现场的居民纷纷
表示，在子女择偶时会以人品、感情为重。

这是春晖爱心艺术团团长白冬梅精心构
思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搭配通俗易懂的措
辞、朗朗上口的宣传语句，创作出的群众听得
懂、记得牢、能领会、可落实的移风易俗“小戏
小剧”。据悉，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行动，大虞
街道积极发挥文化“能人”、百姓“明星”的作
用，创新“文艺+宣讲”的形式，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接地气的语言，开展对象化、分众
化、互动化宣讲，不断加快破除陈规陋习、推
进移风易俗的脚步，让居民听得进、学得到，
让文明新风尚走进群众心中，擦亮“理润虞
你”宣讲品牌。

近年来，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不断完善各
项规章制度，明确婚丧事办理标准，通过政策引
导、宣传教育、自治组织监管等多种措施共同发
力，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文明习惯,特别是

“一碗清汤送亲人”的白事新风尚，在永固镇总
寨村乃至全县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积极响
应，成为该县婚丧嫁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传统丧葬习俗中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的现象屡见不鲜，给群众带来了
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民
乐县积极创新，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
办”纳入群众自治清单和村规民约，逐步引导群
众树立文明节俭、厚养薄葬的新观念。

在永固镇总寨村，“一碗清汤送亲人”的创
新举措尤为引人注目。该举措倡导在亲人离世
后，以一碗清汤牛肉或羊肉代替传统的复杂丧
葬宴席，既表达了对逝者的哀思与怀念，又有效
地避免了浪费，同时刹住攀比之风。这一做法不
仅简化了繁琐的丧葬仪式，更在群众中树立了
新的丧葬观念。

“以前村里办白事，大家都讲究排场和面
子，现在‘一碗清汤送亲人’既简单又庄重，既表
达了我们的哀思又减轻了经济负担。”民乐县永
固镇总寨村红白理事会成员汤如洪如是说。

为确保“一碗清汤送亲人”的顺利实施，民
乐县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通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等宣传阵地，广泛宣传移风易俗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同时，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等自
治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婚丧事宜的监督和管
理，及时纠正违规行为。此外，民乐县还积极挖
掘和宣传移风易俗工作中的先进典型和感人
事迹，通过表彰奖励、树立榜样等方式，激励更
多群众参与到移风易俗的行动中来。

随着“一碗清汤送亲人”新风尚的深入实践
和推广，民乐县的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这一创新举措不仅减轻了当地群众的经济
负担，还促进了社会风气持续好转。如今，“一碗
清汤送亲人”已成为民乐县白事办理的新标准，
并逐渐在全县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应用。

甘肃民乐县
“一碗清汤送亲人”

成白事新风尚
◎ 茹兴

“公交婚车”成为幸福“显眼包”

近年来，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用公交车当婚车成为了
一种新时尚。与传统婚车相比，“公交婚车”不仅更贴合
现代年轻人追求个性的生活方式，平日里普通的公交车

“摇身一变”成为幸福“显眼包”，一路吸“睛”无数。图①
为近日，郭先生夫妇选择了西咸公交集团打造的绿色低
碳环保“婚礼主题公交”，一起驶向幸福。图②为近日，张
女士夫妇选择“公交婚车”这种新型婚庆方式为爱“减
负”，向年轻人传达低碳环保、文明节俭的婚庆新理念。

徐羚芳吕茜摄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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