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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新风滋养百姓幸福生活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打好“三张牌”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

◎ 司家鹏

汇聚乡村“善治”力量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简泉村用“文明+”打造移风易俗示范村

◎ 谢宁宁

近年来，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以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深化拓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为抓手，扎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不断完善
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努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在抓好机制建设、氛围营造、示范引领方面下
大功夫，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移风易俗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广大村民的“文明指数”和“幸
福指数”得到进一步提升。

打好“机制牌”
聚焦制度创新 涵养文明新风

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是推动农村精神文
明工作高效落实的根本保证。渭滨区从区级层
面统筹指导，各镇村结合实际贯通落实，科学
制定村规民约，涵盖红白事办理要求、村居环
境整治标准、家规家训等重要内容，让移风易
俗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表率。倡导全区党员
干部婚嫁喜宴不得超过一天，举办婚事不得提

前请吃，宴席规模控制在20桌以内。宴席标准
城中村控制在每桌600元以内，后山村自办宴
席每桌控制在400元以内。

统筹资源从轻从简树标杆。探索招募“民
间红娘”，减少“人情消费”，减轻“人情负担”，
经宣传教育引导，婚俗改革在渭滨区初见成
效，高家镇上川村一对新人将结婚典礼场所选
在“日兆山谷”露营地的草坪广场上进行，受到
亲朋高度称赞。

强化引领培育典型扬新风。每年定期组织
开展“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发
挥村级自治组织的作用；挖掘移风易俗先进典
型，大力宣传先进事迹，引导村民共同参与；利
用群众举办婚庆喜宴之机，向新婚夫妇送祝
福、送贺词，引导群众积极响应移风易俗，降低
群众婚嫁成本，杜绝铺张浪费。

打好“宣传牌”
聚焦民之所需 秀出文明风尚

渭滨区将宣传教育作为移风易俗的重点
任务来抓，坚持从正面宣传教育入手，大力宣
传移风易俗新风尚，采取传统媒介和新媒体相
结合，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宣传格局，让移
风易俗蔚然成风。

盘活资源，建强用好宣传阵地。全区各村
建好管好用好农家书屋、村广播室、文化活动
室、文化广场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文艺
文化活动团队开展移风易俗相关活动，各类活
动精彩纷呈。

探索创新，统筹落实“633”工作法。在不断
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633”工作
模式，即深入开展“六进三创评三融入”活动，

“六进”即科学理论进农家、核心价值观进农
家、传统文化进农家、科学知识进农家、文明风
尚进农家、法律法规进农家；“三创评”即开展
新农民创评活动、开展新家庭创评活动、开展
新乡村创评活动；“三融入”即融入文明实践活
动、融入文明培育过程、融入文明创建行动。

因地制宜，纵深推进文明实践。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综合文化站、文化广场等阵
地，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创作编排展演移风易俗
宣传文艺作品，让文明乡风吹进千家万户。

打好“引领牌”
聚焦示范引领 绘就文明底色

渭滨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在全区常态化选树各类文明先进典型，助力服
务乡村振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先进典型创评活动有声有色。近年来，渭

滨区共评选乡村振兴类“渭滨好人”23人、“好
婆媳、好邻居”240余人，建成宝鸡市首个“好人
主题公园”，旨在让大家认识榜样、熟悉榜样、
学习榜样，用榜样的人格魅力引领移风易俗新
风尚。

文明家庭创评活动反响热烈。坚持每年组
织开展“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最美家
庭”等创建活动，截至目前，推荐表彰“文明家
庭”63个、“十星级文明户”382个、市级以上

“最美家庭”21个。
文明村镇创评活动亮点突出。常态化开展

文明村镇创评活动，着力打造点上示范、面上
成景的创评格局，形成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
渭滨品牌项目。截至目前，该区有全国文明村1
个、省级文明村 1 个、申创省级文明村镇
（2021—2023届期）4个，市级文明村11个。

文明浸润乡土，文化滋养乡情。下一步，渭
滨区将持续做深做实教育引导、文明实践、文
明创建等各项工作，奋勇争先、实干为民，树良
好家风、育淳朴民风、创文明乡风，聚力打造更
多农村移风易俗特色品牌，让乡村精神文明之
风吹拂渭滨大地，让文明和美的乡村幸福底色
更亮更足。

本报讯（燕宏瑞）近日，一场以“文化为媒
话新风 移风易俗润心田”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在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实验小学拉开帷幕，来
自该县15个乡镇及妇联、团委、文体广旅局、
民政局、教育局、融媒体中心、县一中等单位
的40名选手参加比赛。

比赛分为成人组和学生组，选手结合自
身经历，用饱满的热情和真实的情感，围绕优
良家风、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内容，讲述自
己对移风易俗的理解与体会，引导大家发挥
自身力量，为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贡献力量。经
过激烈角逐，共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
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若干名。

“通过演讲，我希望能让更多人意识到移
风易俗是时代所需，我们每个人都是新风尚
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获得成人组一等奖的选
手荔佳馨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徽县把移风易俗作为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坚持价值引
领、服务引领、文化引领、示范带动，引导广大
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倡树文明新风，着力推动
形成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汇聚起
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山东东平县新湖镇
移风易俗赶大集
填字成句树新风

本报讯（文东平）当黄河大集的热闹遇上
移风易俗的新风尚，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
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新湖镇给出了精彩
答案。

在熙熙攘攘的唐营黄河大集上，新湖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精心策划了移风易俗宣传标
语填字挑战活动。色彩鲜艳的文明风俗宣传展
板前，围满了兴致勃勃的村民。

宣传展板前，有的村民沉思片刻，写下“厚
养薄葬，孝在日常”，那坚定的笔触，透露出对
传统孝道新内涵的深刻领悟；有的则快速写下

“喜事简办，幸福不减”，脸上洋溢着对文明嫁
娶的期待与认同。孩子们也不甘示弱，在大人
的帮助下，歪歪扭扭地写下“文明礼貌，从我做
起”，纯真的字迹里满是对美好品德的向往。

现场气氛热火朝天，欢声笑语与对文明的
探讨声交织在一起。一位大妈笑着说：“这大集
逛出了新花样，还能把心里想的文明新风写出
来，真不错！”旁边的大叔附和道：“就是就是，
这些好风气早该传开了，咱也能跟着享福咯！”

此次活动，新湖镇借黄河大集的“东风”，
巧妙地将移风易俗理念融入群众生活，通过让
群众亲手填写宣传展板，把文明的话语权交到
百姓手中，使文明风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口
号，而是成为百姓心中的行动指南，这不仅为
黄河大集增添了文明亮色，更为新湖镇的精神
文明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燕宏瑞燕宏瑞 摄摄

在皖南的青山绿水间，安徽休宁县齐云山
镇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秀美的自然风光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在文
明村镇创建过程中，该镇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
等基层组织的力量，通过文化助力和环境整
治，积极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发展。

红白理事会引领婚俗新风。为了推动乡村
文明建设，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齐云山镇党
委、政府全力推进移风易俗行动。各村纷纷制
定并实施了村规民约，明确倡导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喜事少办的新风尚。各村还成立了红
白理事会，负责规范和管理红白事的操办。红
白理事会通过制定详细的操办流程和标准，确

保每一项活动都既符合传统礼仪，又体现现代
文明。同时，齐云山镇还举办了“文明新风进万
家”活动，通过宣传、讲座等形式，向村民普及
喜事新办、厚养薄葬的理念，鼓励大家以更加
节俭、环保的方式举行红白事。如今，齐云山镇
盲目攀比、大操大办的不良风气得到了有效遏
制，村民们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文明新风逐
渐深入人心。

文化教育助力精神文明建设。文化教育是
推动移风易俗、创建文明村镇的重要抓手。齐云
山镇政府和各村委会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科普活
动，通过讲座、展览、放映科普影片等形式，向村
民普及科学知识。同时，为了丰富村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齐云山镇还建立了农家书屋，提供了丰

富的书籍资源。村民们可以在闲暇之余来到书
屋，阅读各类书籍。这一举措不仅拓宽了村民的
视野，还逐渐形成了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良好
氛围。通过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村民们更加注重
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更加关注自身素质的
提升和文明行为的养成，全镇精神文明水平得
到了显著提升，为齐云山镇的文明村镇创建工
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整治环境打造生态宜居家园。为打造一个
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齐云山镇大
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从垃圾分
类到污水处理，从村容村貌提升到公共设施完
善，该镇在环境整治方面下足了功夫。广大党
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示范，8支党员先锋队积

极参与各类环境整治活动。今年以来，共开展
了20余次环境整治活动，用实际行动爱护环
境、提倡文明。此外，该镇还推出了“生态美超
市”积分兑换活动，村民可以通过垃圾分类、参
与志愿活动等积累积分，积分可在指定的“生
态美超市”兑换物品。这一举措不仅激发了村
民参与环保和志愿服务的热情，还有效推动了
全镇移风易俗的进程。据统计，截至目前，已有
上千位村民参与了积分兑换活动，环境整治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下一步，齐云山镇将继续深化移风易俗行
动，推动乡村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提
升村民的归属感与幸福感，让乡村焕发出新的
生机和活力。

河南南阳市
移风易俗主题巡演活动启动

本报讯（孟得会）11月29日，河南省南阳
市“弘扬时代新风 共筑美好生活”移风易俗主
题巡演活动在宛城区红泥湾镇清丰岭村启动。
活动通过“接地气”的文艺表演、“冒热气”的理
论宣讲、“聚人气”的群众互动，持续推动移风易
俗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吹遍乡里村间。

活动现场，南阳市各级整治陈规陋习、推
动移风易俗工作的同志先后登台，围绕“抵制
陈规陋习”“抵制高额彩礼”“抵制大操大办”等
内容开展移风易俗理论宣讲，并通过现场互动
竞答的形式，充分调动乡村群众参与移风易俗
宣传教育积极性，传播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
共筑文明新风尚。

活动中，曲艺表演唱《追闺女》、南阳鼓词《送
请柬》等节目精彩纷呈，引得台下观众掌声阵
阵；宛城区红泥湾镇优秀青年代表发出“我为推
进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代言”的倡议，号召
大家争做移风易俗的传播者、践行者、推动者。

据了解，2024年南阳市移风易俗主题巡演
活动将深入各县市区开展巡回演出，以“表演+
宣讲+互动”的形式，传播文明理念，在全市形
成抵制陈规陋习、崇尚文明新风的浓厚氛围。

江西横峰县
以“文艺周末”助推移风易俗

本报讯（王天福）为进一步弘扬本土文化
和民间艺术，充分满足群众业余文化需求，近
日，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文艺周末”移风易俗
文艺汇演在兴安街道吴家礼堂举办。

据悉，活动由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委宣传
部、横峰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横峰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促进中心主办。

文艺汇演在热闹喜庆的串堂节目《花闹
堂》中拉开序幕，紧接着舞狮武术《男儿当自
强》、莲花落《幸福歌》、古典舞《清平调·云想衣
裳》、戏曲联唱《十八相送》《女驸马》、小品《厚
养薄葬》等精彩纷呈的节目纷纷上演，优美的
旋律、悦耳的歌声、快乐的舞姿、风趣的语言感
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不时赢得阵阵掌声和
欢呼声。

据了解，今年以来，横峰县着力打造“文艺
周末”品牌活动，让群众有文艺节目可看、文艺
爱好者有表演舞台可上、宣传党的政策有大众
平台可发，切实打通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

“最后一公里”。

河北迁西县
“小”宣讲撬动“大”文明

本报讯（陈征 赵志鹏）近日，河北省唐山
市迁西县文明办、栗乡街道联合举办了“双争”
有我·新时代邻里节暨“移风易俗进万家”主题
演讲活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大力倡树文明
新风。

活动现场，来自栗乡街道各社区的选手们
以饱满的热情、朴实的语言、淳朴的情感，紧扣

“深化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宣讲主题，并结
合个人工作生活实际，深入宣讲推动移风易俗
工作的重要意义和辖区移风易俗典型人物事
迹，畅谈自己对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思路和建
议，呼吁大家积极投身“双争”活动，推动文明和
谐社会建设。经过激烈角逐，比赛评出了一、二、
三等奖，并为获奖选手颁发了荣誉证书。

下一步，迁西县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创
新方式方法，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和移风易
俗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争做文明新风的践
行者、倡导者、传播者，为建设文明和谐幸福迁
西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安徽休宁县齐云山镇：“红白理事”倡节俭文明新风进万家
◎ 吴亚婷

甘肃徽县举办移风易俗演讲比赛

简泉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
区燕子墩乡下辖的行政村，2021年9月，简泉
村被列入第一批宁夏特色旅游村镇名录，2020
年 11月，农业农村部认定简泉村为第十批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设施瓜菜）。近年来，
简泉村致力于在“文明+”上下功夫，从聚民心、
惠民生、扬文化“三个维度”上出实招，“走新”
更“走心”，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注入了强大的
精神动力和丰润的道德滋养。

◇“文明+志愿服务”聚民心，
打造和谐幸福之村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2017年以前，简
泉村杂草丛生、陋习盛行，婚事、丧事讲排场、
比阔气，为推进移风易俗，简泉村村“两委”坚
持以“支部引领 理事会牵头”，抓班子、强凝聚，
商议成立“你别烦”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吸纳
志愿者20人，走访群众180多户，沟通梳理关
键问题，做通乡亲们的思想工作，明确全村各

方面的规章制度，以顺口溜的形式编写《村规
民约》，约束村民行为。

入户宣讲、推荐选树榜样、为留守老人义
务理发……自成立以来，“你别烦”志愿服务队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500余场，还推出了用文明
积分兑换物品的模式，用一块块“小积木”搭建
起移风易俗的“大房子”……渐渐地，过去的讲
排场、比气派、互相攀比，变成了现在的比整
洁、比文明、比孝老爱亲，文明乡风蔚然成风。

◇“文明+特色产业”惠民生，
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

简泉村充分发挥110国道穿村而过的交
通便利和富硒的资源禀赋，调整产业结构，积
极探索新发展模式，把文明乡风“软实力”转化
为经济发展“硬支撑”。

简泉村应用秸秆生物反应堆新技术，打造
了以西甜瓜、西红柿、黄瓜、草莓为主的特色设
施农业和富硒山羊生产基地，注册登记了“简

泉”这一自治区驰名商标。目前，全村温室规模
已达到500余座，占地800余亩，年产新鲜蔬菜
瓜果127万斤，年产值达到1700万元，富硒山
羊年存栏量达到1万只以上，2023年，简泉村
村民人均收入达到2.9万元。这些数字不仅是
经济增长的体现，更是简泉村蓬勃发展的有力
证明，富硒瓜菜产业成为了简泉村村民的致富
产业、品牌产业。

此外，简泉村凭借良好的农产品发展优
势，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村里举办起
了“采摘节”“农民丰收节”，为富硒农副产品宣
传做足了文章，也为打造特色乡村的新名片夯
实了基础。

◇“文明+文化沁润”传底蕴，
建设精神富足高地

村民们的生活富足了，对精神方面的需求
也就提高了。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简泉村充分挖掘文化遗产，激活了新

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
烈士崖是位于简泉村一队南侧，深100多

米、地势险峻的悬崖。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剿匪部队三名解放军指战员为避免成为
土匪人质，英勇跳崖，壮烈牺牲，后人将此山崖
改名烈士崖，以为纪念。2021年，简泉村在此打
造红色教育基地，增设烈士雕像、红色文化广
场、大舞台、党旗及相关景观小品，全面向党员
群众开放，已接待党员群众2万余人次。

简泉村“安氏中医”，入选第六批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安全壮是该
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精于治疗心脏病、胃
病、气管炎、腰腿疼等慢性病，使得“安氏中
医”在西北地区声名远播。从治病救人到非遗
传承，“安氏中医”擦亮了简泉村中医药这块
金字招牌。

简泉村通过“文明+”的模式，将勤劳淳朴
的民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相融合，激发村民心中的真、善、美，
进一步汇聚乡村“善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