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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之花”常盛长开
——安徽濉溪县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 肖干 李莹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

“五个坚持”建设文明乡风
◎ 石盛溢

近日，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在韦家沟社区开展集体生日会，为辖区老年朋友举办一场难忘的集体生日会，志愿者给老人们戴上生日帽，一起唱生
日歌、点生日蜡烛、许愿、分享蛋糕，并带领寿星老人们开展了一系列趣味游戏，现场气氛温馨融洽，欢声笑语不断。此次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爱
老敬老的优秀传统美德，营造尊老、爱老、助老的氛围，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增进邻里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团结。图为志愿者为老人们点上生日
蜡烛。 陈仕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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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濉溪县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着力改革创新，落实
惠民政策，切实抓好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
进移风易俗工作，让崇尚文明、崇德向善的良好
风尚在全县蔚然成风。

以“我是大总”为切口
加快乡风改革

在皖北地区，“大总”是红白喜事的总策划、
总调度、总指挥，多为村里说话有分量、有组织
能力且德高望重的长辈或乡贤。濉溪县着力发
挥“大总”在示范引领移风易俗方面的专业优
势，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特征，抓住“大总”
这一关键人物，将农村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治
理理念和方式相结合，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目前，该县已组织举办三届移风易俗经验交
流暨“我是大总”评选活动，累计592位“大总”报
名参赛，涵盖全县13个镇、园区，单场视频报道
浏览量近6万次，参与网上投票群众达24.3万人
次，线上直播吸引受众15.56万人。“我是大总”移
风易俗典型经验做法被中央文明办宣传推广，并
于近日入选全省文明实践优选项目。

以“五大改变”为抓手
推进婚俗改革

着力“改”变思想，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

少数”，引导各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争当婚俗
改革的践行者、引领者和传播者。该县成立婚俗
改革志愿者服务队，精心编排淮北大鼓《都是彩
礼惹的祸》、小品《拆墙》《账单》等节目，常态化
开展婚俗改革说唱节目文艺汇演，让文明新风
尚真正走深走实。

着力“改”变功能，将婚姻登记服务大厅由
以前的单一婚姻登记服务拓展到婚姻辅导、心
理疏导、婚育体检服务等，建立“讲师+婚前教育
课堂”模式，邀请县委党校青年讲师作为婚姻家
庭辅导师授课，邀请法律、心理学者等专业志愿
者，对协议离婚人员开展心理疏导、婚姻危机干
预、法律咨询等服务。安排专人驻点开展婚检工
作，确保新婚夫妇身体健康，优生优育。今年以
来婚姻辅导约300对，婚前体检4400余人。

着力“改”变习俗，引导新婚夫妇从“轻登
记、重婚宴、讲攀比”向“重登记、强责任、崇节
俭”思想观念转变。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
程并实现颁证常态化。举办“党建引领·相伴一
生为爱守候”婚姻登记集体颁证仪式、“婚俗改
革树新风喜事新办爱满分”户外520集体颁证
仪式暨“五进”宣讲活动，提升婚姻登记的仪式
感和神圣感。举办“集体婚礼引领移风易俗新时
尚”中式集体婚礼，社会反响良好。

着力“改”变布局，按照国家4A级婚姻登记
建设标准要求，进一步调整县婚姻登记中心整
体布局，优化功能区域设置，提升登记办事服
务，做精、用好室内颁证厅。利用乾隆湖公园建
设恋爱角，依托开发区龙池公园建设首个具有

民俗文化气息的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基地，让准
新人在沉浸体验中接受传统婚姻文化的熏陶，
留下人生美好时刻。

着力“改”变机制，印发深化移风易俗工作
实施方案、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等，明确告诉群众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红白
喜事应该怎么操作。

以公墓建设为引领
撬动殡葬改革

濉溪县坚持高位推动，将公益性公墓建设
纳入县委重点改革事项清单和50项民生实事，
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情况、安排部
署。今年以来召开12场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
建议。强化支撑保障，将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
设用地纳入“十四五”空间规划，高标准编制殡
葬设施布局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对百善镇、孙疃
镇2个殡仪馆进行改造提升，建设14座公益性
公墓（骨灰堂）。落实惠民政策，健全殡葬基本服
务保障制度，对城乡低保户、特困户等特殊困难
群体进行殡葬费用减免。加强部门联动，成立殡
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严厉
打击占用耕地修建硬化大墓等突出问题。今年
以来，累计开展执法20余次，紧抓清明节、春节
等重要时间节点，深入宣传殡葬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殡葬、生态殡葬、
文明殡葬的文明理念，推动全县殡葬事业高质
量发展。

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
县以“美丽乡村·文明家园”为统领，因地制宜推
行“五个坚持”工作法，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落细
落实，促进乡村振兴。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一次移风易俗前
期调研工作。针对当前高价彩礼、大操大办、滥
办乱办宴席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都
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制定《关于赴乡镇开展移
风易俗专项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组织相关部
门单位有关人员先后深入乡镇村屯开展实地走
访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入户、座谈研讨、查阅资
料等形式，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余份、访谈基
层干部、群众1000余人、座谈19次，倾听群言、
汇聚民意、广献良策，为进一步深入明确因地制
宜推行移风易俗“五个统一”工作法的思路与举
措提供参考。

坚持以乡村为中心，开好一次移风易俗专
题视频会议。乡村是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
风的主战场，基层党组织则是主力军。都安高度
重视基层党组织在推动移风易俗中的引领作
用，以电视电话形式组织全县2300余名基层党
员干部，召开一次移风易俗专题视频会议，强化
基层党组织对乡风文明建设长期性、艰巨性、重
要性认识，不断提升乡风文明建设重视程度。通
过全面落实基层党组织书记抓乡村文明工作责
任机制，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文明的“第一
抓手”和“红色引擎”，围绕乡风文明建设，组织

党员开展主题党日和各类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
动，在思想上不断提高党员对乡风文明的认同，
激发党员群众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在
行动上身体力行、现身说法，自觉带头走进村
屯、走进农户，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宣传和
引导。

坚持以机制为指导，出台一项政策做好移
风易俗工作。积极探索创新，通过《都安瑶族自
治县移风易俗“六约”》细化移风易俗“五个统
一”方法。制定印发《都安瑶族自治县关于推行
移风易俗“五个统一”工作法 健全完善〈村规民
约〉的通知》，指导各村（社区）以屯为单位召开
村情民意恳谈会，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建议，
通过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健全完善村规民约。截
至目前，都安以屯为单位召开2024年文明都安

“话乡风·聚民意·除陋习·定民约”恳谈会3000
余场，倾听民言，广聚民意；全县253个村（社
区）已完成村规民约的修订，因地制宜将移风易
俗“五个统一”工作法纳入村规民约中，切实为
群众减压减负，助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助
推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以示范为引领，打造一批移风易俗试
点“标杆村”。按照创建市级移风易俗试点村标
准要求，指导各乡镇重点打造至少一个村（社
区）作为县级移风易俗先行试点村，把移风易俗
试点建设融入自治县“十百千万”示范工程之
中，通过培育一批先锋示范户，创建一批基层组

织好、经济发展好、基础设施好、人居环境好、精
神文明好“五好”乡村振兴重点示范乡镇和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乡村振兴特色示范村（社区），让群众在参与创
建过程中自觉成为倡树文明乡风的践行者，成
为摒弃陈规陋习与不良之风的抵制者。

坚持以阵地为支撑，送上一份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礼包”。印发《都安瑶族自治县“推进移
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社区邻里守望”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工作方案》，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
一次“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移风易俗新风尚、新思想，倡导
勤俭节约、绿色健康新生活，不断宣传群众、凝
聚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打通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最后一公里”。同时，充分利用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等基层文化宣传阵地，积极组织举办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下乡惠
民汇演、第二届“悦恒杯”乡镇篮球赛等文体活
动，运用文化文艺形式展示好家训、好家规、好
家风、感人事迹，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
品，歌颂各类文明典型，讲好“文明”故事，加强
社会宣传，引导市场主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
志愿组织和干部职工、在外成功人士、广大人民
群众等积极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形成全社会关
心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葛建伟 镇依妮 王露 戴维丹 刘
飞国）10月 3日，微风习习，阳光和煦。湖北
省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东站广场歌声、说
笑声、音乐声、鼓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处处洋溢出幸福、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由
该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区民政局、横沟桥
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爱满香城 幸福和
鸣”集体婚礼暨相亲交友活动在此举行。

当天上午9时许，活动在热闹、喜庆的锣
鼓声中拉开了帷幕。活动首先进行了“桂嫂说
媒”公益交友相亲活动，不时穿插了丰富多
彩、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将现场热闹气
氛推向高潮。随后，12对新人牵手缓步走向
舞台，一时间充满了庄重、简约、浪漫的甜蜜
气氛。

据悉，该区是湖北省第二批省级婚俗改革
试验区之一，从2024年4月起，该区已启动实
施此项改革。主要围绕婚俗改革试点目标任
务，结合全区实际，制定完善实施方案，广泛开

展婚俗改革宣传活动，引导人民群众抵制高额
彩礼、奢华婚礼，倡导“重感情、重领证、轻婚
宴”的新时代婚姻观念。为此，该区通过进乡镇
（街道）、进社区、进企业等宣传活动，努力使高
价彩礼、高额随礼、高标婚礼和相互攀比、大操
大办、庸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推
动婚姻家庭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近年来，该镇积极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
部署，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积极倡导喜事新
办，婚事简办文明新风，变大操大办为温馨小
办，不断弘扬新风正气。当天参加集体婚礼的
12对新人来自不同工作岗位，他们在工作中
爱岗敬业、奋勇争先，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同时也是婚俗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实践者和
倡导者。现场举办的并不是简单的集体婚礼，
更是一种引领，带动着广大青年争做新型婚
育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和推动者。为爱情

“减负”，让真爱摆脱物质的束缚；给幸福“加
分”，用真心真情增添生活的甜蜜。

本报讯（金卉）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新时代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10月11日，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上海西路街道天润府社区开展

“倡导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新风”宣传活动，推
动辖区居民共同倡导移风易俗，抵制陈规陋
习，树立文明新风。

活动中，志愿者为辖区居民讲解丧事简
办、婚事新办、孝老爱亲等移风易俗相关知
识。引导居民群众破除丧事中各类陋俗，弘扬

“厚养薄葬”传统美德，提倡人在世多孝敬、离
世祭祀不攀比，反对铺张浪费，缩减治丧规
模，简化殡葬程序，不搞迷信、不做“道场”，让
逝者安息、生者无憾。同时倡导广大党员带头
抵制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等不良风气，自

觉抵制超标准、超规模的婚丧宴席和人情
往来。

志愿者还通过生动有趣的“拉家常”方
式，与居民们深入交流，详细剖析了天价彩
礼、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互相攀比、
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的危害，引导大家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观。

此次宣传活动切实提高了居民对移风易
俗的知晓率，共同营造了树新风、破旧俗的浓
厚氛围，将文明新风“宣”入人心。下一步，天
润府社区将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持续深入开
展移风易俗活动，动员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
弘扬新风正气，营造“破陈规、除陋习、传文
明、树新风”的浓厚氛围，推动乡村文明新风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本报讯（千文）陕西省千阳县城关镇千川
村积极探索积分制，推行村规民约，开展移风
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推动社会风气向上
向善。

千川村将“一碗泡馍过白事”模式的推
行、红白理事会作用的发挥与积分管理模式
结合起来，对采用“一碗泡馍过白事”模式，听
从红白理事会建议的村民进行相应加分。在
千川村民考核情况公示栏上，明确公示着十
大类村民积分考核细则，细则中将红白喜事
不大操大办，丧事按殡葬改革办等常见的村
民行为均纳入考核范围，及时公示各家各户
的积分情况，积分多的，将定期登上村内“红
榜”以作激励，并作为评比“星级文明户”“美

丽庭院”等荣誉称号的参考依据。不少村民感
慨积分就是积德，从原来的厚葬薄养、铺张浪
费等不良风气，到现在建立敬香代替烧纸、鞠
躬代替哭丧、哀乐代替唢呐、服务队送葬“三
代替一送葬”机制，文明环保过白事，厘清了

“生前孝”与“身后名”的亲情账，树立了“生前
尽孝厚养，身后文明薄葬”的观念。

近年来，城关镇始终坚持将移风易俗工
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托各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积分制为重要抓手，通
过宣传引导、制度创新带动理念转变，不断提
升村民群众道德素质，破陈规、除陋习、树正
气，让文明新风深入民心，逐步形成良好的社
会风尚。

本报讯（韩慧 林伯烟 朱城铖 全薇 徐华
山）为了推动婚俗改革，深化移风易俗，弘扬低
碳出行生活理念，形成良好社会新风尚，国庆
期间，福建省顺昌县积极举办各类新风活动，
引导群众自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9月29日，“山盟海誓 爱在顺昌”——携
手走进幸福里大型户外集体颁证活动在顺昌
县建西镇举行，8对新人身着70年代军装婚
服上台，接收证书和鲜花，宣读誓词并合影，
并在婚育新风签名墙上签名，争当文明婚俗
的倡导者、传播者、践行者。随后，新人们集体
乘坐开往“幸福里”站的小火车，共同奔赴“幸
福的未来”。此次集体婚礼传播了新时代婚育
理念，打造婚俗特色亮点，鼓励正确的婚姻家
庭观念，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营造婚育

友好社会氛围，并带动顺昌文旅经济高质量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国庆期间，双溪街道在下沙村“彩虹”公
路举办“迎国庆，聚力同行，快乐跑”活动，“彩
虹”跑道全长3.7公里，用丰富鲜艳的色彩铺
设，为快乐跑增添了无限的活力与惊喜。它是
顺昌首条三色乡村道路，为双溪街道下沙村
新增一个网红打卡点，也为乡村文旅产业发
展增添一抹新的色彩。10月2日至3日，郑坊
镇峰岭村举办主题为“传承大圣文化，共建零
碳顺昌”的非遗表演活动，此次活动结合百姓
大舞台表演共同进行，节目精彩纷呈，吸引了
众多游客、市民及返乡人员前来观看，不仅让
观众近距离感受大圣文化，也丰富了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

今年以来，云南省弥渡县纪委监委坚持
先立后破、立破并举，按照试点先行、示范带
动、全面推广的路径，因地制宜，多举措稳步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移”出新风尚、“约”出新
风气、“引”领新生活。

弥渡县纪委监委建立“室组+部门”联动机
制，强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与农业农村、民政
等部门协同配合，组建联合调研督导组，深入8
个乡（镇），通过集中或单独访谈乡镇及村组干
部、自然村红白理事会成员、乡村客场负责人、
普通村民、离退休干部等不同行业、不同层次
代表，了解移风易俗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找
准移风易俗过程中存在的堵点卡点难点问题。
同时，下发自查自纠通知，督促全县村（社区）
党员，特别是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村（居）
务监督委员会班子成员、村居民小组中的党员
干部，对近三年违规办理红白事情况开展自查
自纠，并通过梳理排查村两委人员、农村党员
红白事办理申报材料，倒排检查客场承办红白

事登记情况等方式，对农村红白事进行“大起
底”，严查瞒报漏报行为。

该县纪委监委还积极探索创新廉洁文化
载体，一方面以活动引领、典型引领等为抓
手，围绕“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主
题，编创一批花灯宣讲文艺节目，涵盖喜事新
办、厚养薄葬、整治不良风气等方方面面，通
过送戏下乡，把文明讲到群众心坎里。另一方
面，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志愿服务队作用，
破除陈规陋习，教育引导各村（社区）修订完
善村规民约，制定红白事办理制度，进一步对
红白事办理的天数、菜品等进行规范，从制度
上保证“干部职工有规定、村民群众有约定”，
提升群众抵制陋习、共行新风的积极性、自觉
性，推动乡风文明取得大变化。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必须立足职责推动移风易俗，带动
社会风气持续向善向好。”该县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
全力擦亮婚俗改革试验区“名片”

福建顺昌县
移风易俗树新风

云南弥渡县纪委监委
强化监督推进移风易俗

◎ 杨雪娟

宁夏银川市天润府社区
“移”出好风气“易”来新风尚

陕西省千阳县千川村
“小积分”积出“大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