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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1133”模式 推进婚俗改革
——四川广元昭化区深入推进婚俗领域移风易俗

◎ 赵瑄

婚礼不设早午场，因此没有接亲、婚车，双
方父母及亲朋好友自行赶到现场；婚礼中没有
钻戒、豪华仪式，新郎的好友主动担任主持人，
主打一个省钱、简约……10月2日下午4点58
分，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梨峪口村的
广场上，一场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奢侈钻
戒、没有豪华仪式的“四无”婚礼在这里简约又
温馨地举行。

“我在西河镇工作两年多时间了，从事宣
传文化工作的过程中，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乡村风物、特色农产
品。”新郎刘润宇是西河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
员，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把婚礼从城区搬到了

西河镇梨峪口村，既能让亲朋好友借此机会熟
悉他的工作环境，也能在丰收时节为当地的乡
村振兴助力。

新娘崔县迎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繁忙而严
谨的工作使她的性格低调内敛，她希望拥有一
场简单而有意义的婚礼。“在婚礼的筹备过程
中，家人还是有点担忧，怕没有仪式不热闹，被
别人说闲话。”崔县迎说，她告诉家人婚礼并非
办给别人看，结婚本质上是让自己感到快乐和
幸福最重要。在她的劝说下，家人慢慢抛开顾
虑，支持他们小两口的决定。

充满速度与激情的越野摩托体验区，拾忆
童趣的游玩区，游戏零食自助区，打卡祝福区，

棋牌娱乐区，篝火烟花区……在新郎新娘的策
划下，一场简约又充满小惊喜的婚礼开始了。

当天下午，亲友们到达之后先拍照签到，
照片现场打印，并最终组成一个照片墙，大家
将祝福的话写在照片下方，然后领取签到卡，
可以到游玩区玩三个游戏。每通过一个游戏，
在签到卡上盖一个章，集齐三个章可以领取一
个小礼品。

除了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开放游戏，新郎和
新娘还热情邀请来到西河镇的游客一同参与，
让他们感受一场别样婚礼的同时，为山村旅游
助力。

婚礼现场，象征着丰收、团圆的西河特
产——山东大煎饼成为婚礼伴手礼。而在婚礼
冷餐会上，所有食材也全部为当地农特产品，

“树上的冰激凌”——网纹瓜、甜蜜的宝泉蜜
薯、雾岭山山楂、鲜食玉米……还有用当地的
阳光玫瑰葡萄摆放的心形造型，处处都是丰
收的喜悦。此次，婚礼场地的装饰还有村口采
摘来的芦苇和山上成熟的柿子。一场充满乡
土气息的婚礼，既让来宾饱了口福，又全面了
解了西河特色农业。

夕阳下，新郎新娘一起携手上场，将生菜
球抛向来宾，大家共同宣读证婚词，一起为两
位新人证婚，送上诚挚的祝福。夜幕降临，绽放
烟花、燃起篝火，所有来宾在歌声中品尝美食。
徐徐秋风中，一场新式婚礼给大家留下了美好
回忆。

近年来，淄川区坚持把深化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新风作为强化精神文明阵地主要抓手。
尤其是西河镇，坚持一年一场新婚礼，通过模
范引领带动，倡树乡村文明新风尚。

今年以来，广西宁明县亭亮镇坚持党
建引领，不断丰富基层治理内涵，引导群
众形成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崇尚文明、厉
行节俭的社会新风尚，助力移风易俗。

党建引领，吹响移风易俗“主题曲”。
亭亮镇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定期召开移风
易俗工作部署会，指导辖区内的13个村（社
区）大力开展“党建＋乡风文明”活动，建立
健全村规民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
明乡风纳入基层党建范畴。该镇院景村在

“关键少数”上抓带动，通过开展挂一牌、亮
一人、带一户、促一党员“挂牌亮户”行动，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从自身做起
并管好身边人，带头宣传倡导移风易俗，带
头文明节俭办婚丧事，带头文明低碳祭扫，
发挥党员干部在开展移风易俗活动中的先
锋模范作用，倡导文明新风。

创新宣传，唱响移风易俗“进行曲”。
亭亮镇积极探索“移风易俗+”模式，采用

“移风易俗+文明评议”，积极评选表彰文
明家庭等先进典型。二是通过“移风易俗+
山歌传唱”，以各村（社区）传统歌坡节为
契机，鼓励群众创作、传唱移风易俗山歌，
以接地气、好上口，寓教于乐的山歌对唱
方式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让更多的
群众在节日的喜悦氛围中接受移风易俗

文化的熏陶，深受群众喜爱。
“移风易俗+倡议宣传”，利用广播、LED

电子屏、村务公开栏等线下载体和微信公众
号等线上载体，广泛开展思想道德宣传；同
时，通过入户走访向村民发放移风易俗、村
规民约宣传单，耐心讲解孝老敬老传统美
德，认真宣传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等。

制度落实，奏响乡村自治“合唱曲”。
亭亮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平台，
积极推进文明实践“文明道德积分超市”
建设，采用“以行积分，以分换物”方式，引
导广大村民积极主动参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移风易俗、人居环境、乡村治
理等活动。村民们通过积极参与村中的清
洁家园、志愿服务、公益活动、投工投劳等
促进文明乡村建设的活动并获得相应的
积分。该镇院景村院景屯通过开展“我担
当 我作为 我自豪”荣誉积分评比，村民积
极参与村中的清洁家园、公益劳动等志愿
服务活动每人每次可获得1-3积分。

下一步，亭亮镇将继续强化党建引领
乡风文明建设，激发群众对移风易俗工作
的参与度，让讲文明、树新风的“种子”在
群众心中生根发芽壮大，从而形成人人争
做文明新风倡导者、传播者和践行者的良
好风尚，不断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金秋时节，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
南蒙古族自治县（下称河南县）已经有些
凉意。一大早，61岁的旦巴达日杰和往常
一样又赶到李恰如山，巡查被网围栏防护
起来的自家草场。

旦巴达日杰是河南县托叶玛乡曲龙村
人，从小就知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10年前，我看到脏乱差的村庄和堆满生
活垃圾的草场后，心里非常难过。”旦巴达
日杰说。

2016年，旦巴达日杰将自己要保护生
态环境的想法告知相关部门后，便从曲龙
村及周边开始，默默捡拾每一处垃圾，后
来他又把自家一半（1400余平方米）草场
垃圾收拾干净，用网围栏防护了起来。旦
巴达日杰说：“治理自家草场对于保护人
居和生态环境同样重要。”

因为需要自己花钱购买网围栏、装垃
圾的编织袋等东西，很多牧民不理解旦巴
达日杰的做法，有的人甚至质疑他能坚持
多久，旦巴达日杰没有说话，默默地捡拾
着垃圾。

李恰如山海拔4339米，旦巴达日杰上
趟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若是要背网围
栏上山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在山上遇到大
雪天，旦巴达日杰就只能住在山顶上一间
没水没电的板砖房里。那间板砖房的顶部
醒目地写着“李恰如山环境保护”8个字，房
子旁边悬挂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带给

旦巴达日杰信心和力量，这一干就是8年。
旦巴达日杰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精

神最终感动了牧民们，大家从最初的不理
解、不看好发生转变，主动跟在他身后一
起捡拾垃圾、治理草原环境。生活垃圾减
少后，旦巴达日杰发现光顾自家草场的雪
豹、岩羊等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野生动
物越来越多，就说明生态环境确实变好
了。”今年7月，托叶玛乡人民政府为旦巴
达日杰颁发了“2024年度绿色使者”荣誉
牌匾。

现在的河南县域，群众的素质提高了，
乱扔垃圾的人少了，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
笑容。从乱扔垃圾到人们自觉捡拾垃圾、
改掉随手乱扔陋习，再到如今的环境美，
这些变化是每一个河南人有目共睹的，而
这份成绩来之不易。

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河南县还
将每月13日和26日固定为环境卫生集中
整治日，让蒙旗草原实现从“一处美”到

“一片美”，从“面子”美到“里子”，“纯净”
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金名片，河南县也荣
膺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河南县将严格落实各级“林草长”“河
湖长”责任，巩固提升“禁塑”成果，开展生
态优化、村庄绿化、环境美化、街道亮化、
庭院净化、住房强化“六化”行动，实施移
风易俗提质工程，引导干部群众转变生活
方式，打造向上向善文明家园。

作为第二批四川省婚俗改革实验区，近年
来，广元市昭化区通过构建“1133”工作模式，
健全“1”套运行体系、建好“1”个婚登阵地、打
造“3”个婚恋场景、开展“3”大主题活动，全力
推进婚俗改革向纵深发展。

健全“1”套运行体系，推动工作落实。成
立由区委书记、区长任双组长的婚俗改革实
验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昭化区深化婚
姻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等文件，
形成区、镇、村三级联动推进格局，整合部门
力量，建立民政牵头的婚姻调解机制、司法牵
头的法治宣传机制、纪委牵头的高价彩礼整
治机制、公安牵头的骗婚查处机制等四大机
制，推动各项工作有牵头、有分工、有部署、有
落实。

建强“1”个登记阵地，夯实改革基础。通过
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
米的便民婚姻登记阵地，打造具备登记、颁证、
辅导、档案查询、离婚调解、家庭辅导、信息化
及婚姻文化展示等多功能一体化的婚俗改革
阵地，让婚姻登记更方便快捷。

打造“3”个婚恋场景，塑造婚恋品牌。充分
挖掘区内历史人文和山水自然特色，在昭化古
城4A级景区、柏林古镇樱花谷、射箭药博园建
设3处户外集体婚礼颁证点，推动婚恋与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为传统婚礼注入现代文明内
涵，为婚礼增添新时代文明元素。引进市婚庆
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婚恋场景运营，成功打造

“秀美水乡湿地，浪漫爱情古镇”“相约古城，情
定葭萌”“秀美栖凤峡，七彩婚恋地”等3个婚
恋场景品牌，让新人感受到婚姻的庄严和
神圣。

开展“3”大主题活动，倡树文明新风。创新
开展婚恋活动。每季度举办1次大型集体婚礼
颁证活动，邀请党政领导、金婚夫妇、道德模范
为新人颁证，常态化开展婚龄纪念活动，颁发

“婚龄纪念证书”，促进家庭和睦，传承优良家
风家教。在“3·7柏林沟樱花节”“五四青年节”

“9·1广元女儿节”等特殊日期，通过发放宣传
折页、发布短视频、开办婚姻辅导讲座等方式，
积极开展家风家教宣传活动。婚改以来，全区
举办相亲、集体婚礼颁证和金婚纪念颁证活动
10场次，“倡导文明婚嫁新风”主题活动4场
次，参加相亲活动青年男女超300人，现场牵
手成功23对。

全域常态开展法治宣讲活动。开展法律明

白人培训活动，培训法律明白人322名，为推
进婚俗改革提供法治保障。每年开展1次法治
大宣讲，对150个村（社区）干部、红白理事会、
婚庆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全覆盖法律培训1500
余人次，大操大办、高价彩礼得到有效遏制。

深 入 推 进 移 风 易 俗 活 动 ，创 新 推 行
“4684”村规民约管理模式：坚持党建引领、合
法合规、问题导向、群众主体四个原则，确立
日常行为、社会秩序、群众权益、纠纷调解、习
俗风尚、奖励处罚等六项重点，严格确定事
项、征集意见、乡镇把关、司法审核、区级审
阅、表决决定、签订承诺、公示备案等八大程
序，建强责任落实、运行监管、动态修订、结果
运用等四个机制，推进村规民约落实见效。通
过全覆盖成立村红白理事会和“知客队伍”，
规范红白事规程，将农村知客培养纳入区委
人才工程，每年举行1次知客大赛，目前已授
予金牌知客12人，全区婚事新办、婚事简办
全面推广，婚礼成本降低近30%。

接下来，昭化区将持续巩固婚俗改革成
果，扎实推进婚俗领域移风易俗，不断提高服
务能力和水平，通过聘请法律顾问、婚姻辅导
员、调解员、咨询师等，全方面、多角度为有需
求的青年男女提供高质量服务，力争“十五五”
期间创建成国家5A级婚俗改革实验区。

近年来，“天价家宴”“豪华婚宴”等新闻被
频频报道。同时，部分农村地区村民办宴的频
次也增加，无论是遇到红白喜事、孩子满月、搬
迁新房等都要办酒席，且无限制提高宴席规模
及档次，其根本原因竟是为彰显自身实力和人
脉。这样“拼排场”“讲面子”的乡风陋习，并不
是实质上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一种变
相的浪费。

我国是资源大国，却是人均资源贫乏的

国家。而现实生活中，有部分国人对我国资源
匮乏现状视而不见，把“节俭永续”的传统美
德抛在脑后，“天价年夜饭”“一年辛苦钱，一
天吃精光”等新闻时时见诸报端；“不买最
好，只买最贵”成为一些富人的口头禅；有的

“宁穷一年，不穷一天”，东挪西凑借钱也要
摆排场，婚丧事大操大办越演越烈，宴席浪
费现象触目惊心……如果资源浪费现象不加
以有效遏制，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难以为
继，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陷入“无米之炊”的
困境。

部分农村地区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过
度追求面子丢了里子的现象，亟需引起重视、

必须加以遏制。除了加强移风易俗工作，提升
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引导群众抵
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外，
还要在制度建设上着力。2022 年，农业农村部
等八部门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
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方案》，其中提到通过教育、规劝、批评、奖惩
等方式推动婚丧礼俗倡导性标准的执行。其
实，规定了红白事标准，党员干部带头倡导示
范，既省了不少麻烦事，也帮助村民节省了开
支。有了红白事标准，村民不再互相攀比，也
不必担心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瞧不起，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才会蔚然成风。

婚礼现场婚礼现场。。翟慎安翟慎安 摄摄

这个山村里的“别样”新婚礼
◎ 郗文娇翟慎安

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移风易俗

◎ 赵越

广西宁明亭亮镇
“党建+移风易俗”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 李金王东勤秦启航

“讲排面”还需制度来遏制
◎ 王红峰

让爱“轻装上阵”

近年来，贵州省黎平县大稼乡围绕察
民情、解民忧，充分激发移风易俗活力，绘
就乡村新画卷。

“合约食堂”树新风。结合各村村情，由
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牵头，利用各村闲置
场所建设合约食堂，明确规范承办宴席种
类、标准、规模等，有效解决各村红白喜事
因场地限制带来的安全隐患、环境污染等
问题。将办酒席场所转化为村民议事、政策
学习、文化活动宣传的综合性乡村治理场
所，革除滥办酒席、攀比浪费的不良风气，
实现“四控四减”，推动移风易俗和乡村治
理协调发展。截至目前，全乡14个村均已创

建合约食堂，承办合规酒席200余场次，减
少不符合要求的酒席50余场次，开展文化
宣传活动30余次，促进文明乡风。

“文明公厕”焕新颜。该乡以便民服务
为理念，以长效管理为保障，以厕改之“点”
带动乡村振兴之“面”。同时统筹做好农村
污水治理、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不断推
动农村文明公厕创建工作提档升级，推动
群众文明意识从“环境美、外在美”向“生活
美、内涵美”转变，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成色更足。截至目前，全乡14个村均
已创建文明公厕，增设置物架14个，张贴
《公共厕所管理制度》等制度14处。

今年以来，甘肃徽县水阳镇坚持守正
创新，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持续推进移风
易俗，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进一步提
升乡村治理能力，用文明之花扮靓和美乡
村，让乡村之美洋溢在村民脸上，流淌在
村民心间。

村规民约，“约”出文明新乡风。对13
个村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了完善修订，并
先后召开专题会议，组织村“两委”班子、
党员和村民代表进行了审议和修改。以每
月“固定说事日”活动为契机，经过村民广
泛讨论、共同商定符合本村实际的村规民
约，内容涵盖遵纪守法、综治维稳、孝老爱
亲、团结邻里、生态环境、文明出行等内
容，让村民从心里认可、行动上自觉执行，
让村规民约真正“接地气”、合民心。一条
条村规民约，不仅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更

“融”入了村民心里、“规”出了文明新风、
“约”出了幸福生活。

移风易俗，“筑”牢文明之魂。为避免
乡村婚丧嫁娶彩礼偏高、大操大办、讲究
排场、爱慕虚荣、攀比阔气等现象，镇党委
围绕“破除陈规陋习、倡导节俭新风”的工
作思路，健全完善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
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督促各村群众遵守
村规民约，教育引导广大村民讲文明、树
新风、作表率、当榜样，有效引导村民破除
陈规陋习，弘扬风清气正的文明乡风，形
成“移风易俗家家参与、培育新风人人受
益”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道德讲堂、农家书屋等阵地平
台，开展技术培训、专题讲座等活动，引导
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着力提升
村民道德素养。共累计劝导婚丧嫁娶简办
6户，开展技术培训12场次、专题讲座6场
次，充分将移风易俗的观念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让文明之“风”吹进水阳镇域内的
家家户户。

编者按
2021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4 年对

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
出问题提出工作要求。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
婚俗改革新举措，倡导正确的婚姻价值取向,
以婚事新办树文明新风，让新人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和价值观选择适合自己的婚礼形式
和仪式，使婚姻仪式更多元、更富有创意，助
推文明风尚深入人心——

贵州黎平县大稼乡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 庞喜喜姚进忠

甘肃徽县水阳镇
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 张旭辉张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