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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移风易俗推进移风易俗，，培育绿色文明新风尚培育绿色文明新风尚
编者按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已成为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从“光盘

行动”到“垃圾分类”，从“绿色出行”到“无纸化办公”，一场静悄悄的“绿色革命”正在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习惯。这些改变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更折射出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移风易俗，移的是铺张浪费之弊，易的是环保意识之新。过去，婚丧嫁娶中的大操大办、

节日庆典中的铺张浪费，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与生态文明理念背道而驰。如今，简约适度的

消费观念、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新的社会风尚。

年例承载着广东茂名人对美好生活的热
切向往与深深祝福。年例，作为广东省茂名市
延续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曾是乡邻欢聚、
宴饮祈福的高光时刻。然而，铺张浪费、攀比
排场的旧俗一度让年例背负“负担重”之名。

传统民俗不可没落，移风易俗迫在眉
睫。为打造年例文化新风尚，使其更具特色
和意义，今年开年之初，茂名在积极探索年
例的创新发展之路上，找到了“办年例，来种
树”的新做法。

“办年例，来种树”宛如一阵春风，让年
例文化与绿美茂名建设深度交融，为茂名传
统年例注入了全新的文明内涵，让绿色与希
望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绿美广东”战

略引领下，茂名市政府将年例习俗与生态建
设结合，通过倡议书、党建动员、乡贤带动等
方式，推动“绿色年例”成为全民共识。春植
绿启新程，现在茂名各地将年例习俗与绿美
生态建设巧妙结合，培育出“先锋林”“巾帼
林”“金花林”等多个主题林。村民们的观念
悄然转变：“比排场不如比种树”“为村子添
绿才是真喜庆”。

从“宴席”到“绿树”，茂名年例的蜕变，
不仅是习俗的革新，更是一场生态文明的启
蒙。当每一株“年例树”生根发芽，它们承载
的不仅是节日的祝福，更是乡村振兴的绿色
希望。未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片新绿，都将
成为“绿美广东”最生动的注脚。

本报讯（施丹）近日，上海市宝山区高境
镇妇联以“绿树新风——移风易俗 家家受
益”为主题，组织开展家庭行动日活动，倡导
广大家庭文明过节，进一步弘扬绿色文明新
风尚，推动养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活动中，巾帼志愿者围绕《宝山区绿色
低碳生活家庭指引》开展宣讲，从家庭生活
的“衣食住行用”五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旨
在引导社区家庭养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
社区环境。倡导社区家庭转变思想观念，传
承好家风，通过言传身教，以个人带动家庭、

家庭带动社会的方式，将绿色健康的生活理
念传递给身边的每个人，引导大家争做绿色
文明新风的积极倡导者和自觉实践者。

宣讲后的“碳普惠”宣传环节，巾帼志愿
者们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知识，指导现场居民
注册“碳普惠”账号，帮助居民们通过绿色低
碳行为积攒碳积分、兑换礼品。活动现场还
安排了有奖竞答、元宵灯笼制作、绿植种子
卡片赠送等互动环节，不仅增强了参与者绿
色健康的文明意识，也加深了社区家庭对绿
色低碳、孝老爱亲、邻里和睦等文明新风尚
的理解和认同。

上海宝山区高境镇
倡导广大家庭绿色文明过节

广东茂名市
办年例，来种树

◎ 毛文名

在广东四会市城中街道下㘵村，有一
片喜事林。家有喜事的村民，可在该地种上
一棵树，表达祝福、留下纪念，为村中增添
绿意。伴随着“家有喜事，就种喜树”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喜事林中的“喜树”越种越多，
成为村民幸福生活和村里移风易俗成果的
见证。

家有喜事如何庆贺？根据传统观念和
习俗，大家多会选择设宴庆祝，大操大办，
甚至盲目攀比，既费时费力又伤财，喜事渐
成负担。近年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观念
逐渐深入人心，移风易俗取得一定成效。但
如何倡导喜事新办，创新移风易俗方法路
径，让更多群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新理念，成
为各地需要积极探索的问题。

四会市城中街道下㘵村通过创新思

路，划定一片喜事林，村民以“种喜树”这种
绿色环保的方式庆贺喜事，既能寄托对喜
事的祝福，又能扭转群众大操大办、铺张浪
费办喜事的想法，还能改善生态环境，营造
植绿、爱绿、护绿的社会氛围，无疑是推进
移风易俗工作的好做法。

更何况，将“喜事”与“植树”相结合寓
意美好且意义深远。比如，种下“爱情树”，
记录“喜结连理”的瞬间；种下“添丁树”，传
达“开枝散叶”的喜悦；种下“事业树”，寄托

“欣欣向荣”的期盼。随着树的茁壮成长，这
份祝福会历久弥新，树木俨然成为生动的

“记事本”和“回忆录”，让喜事的幸福感在
时间上不断延续。

喜事伴树长，开出文明花。各地不妨借
鉴“有喜事种喜树”的经验做法，以植树庆
祝喜庆事，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让“有喜事种喜树”成为一种文化、一种风
尚、一种习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
明建设在乡村开花结果。

本报讯（孙春丽 吴梓茜）2月 14日是
情人节，不少新人选择在这天领证结婚，海
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凤翔
登记点（以下简称：凤翔登记点）一片喜庆
氛围。

近年来，海口多地打造“最美婚姻登记
处”，同时在凤翔湿地公园开设登记点，让
登记结婚更有仪式感、氛围感。

坐落于旖旎风光中的凤翔登记点，粉
红氛围爆棚的公园步道、喜气洋洋的陈列
装饰，因一条别具一格的“幸福路”悄然走
红，成为浪漫新地标。

沿着迈瀛河畔蜿蜒而行的“幸福路520
号”，串联起湿地生态与婚俗文化的独特韵
味，两旁的路灯牌面诉说着不同阶段结婚
纪念日的温馨故事，步道两侧，“囍”字点
缀，心形与同心锁图案铺满路面，沿途的爱
心立牌与粉红泡泡交织，这里成为情侣们
打卡、许愿的甜蜜圣地。

作为海南省首个落户湿地公园的婚姻
登记机构，凤翔登记点跳脱传统政务大厅
模式。选址于鸟翔鱼跃、生机盎然的湿地公
园，借四周绿意作天然幕布。新人在此完成
领证仪式，象征着“春风十里，山海为证”，
让婚姻登记从传统的办公流程蜕变为一场
充满生态美学的浪漫仪式。

“现在提倡婚俗改革，我们登记点就
是帮男女双方减轻负担，打造温馨浪漫的
登记环境。”海口市琼山区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凤翔登记点主任廖横斌表示，在空间
设计上，凤翔登记点将琼山的传统“福”文
化与“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责任共担、互
敬互爱”的中华优秀传统婚俗文化相结
合，借助凤翔湿地公园的生态名片，打造
温馨、时尚又浪漫的婚姻登记场所。登记
处内特设“婚俗文化展陈区”，通过互动装
置展现琼岛婚嫁习俗，让婚姻登记成为一
场文化沉浸之旅。

海南海口市琼山区
公园式婚姻登记点为爱加分

“有喜事种喜树”值得借鉴推广
◎ 刘予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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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对对碰”活动。家长和孩子们积极参与，热情高涨，在志愿者的
引导下，挑选出写有移风易俗相关内容的单字卡片，组成四字词语，不仅锻炼了观察力和记忆力，而且加深了对移风易俗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图
为活动现场。 王涛张伟摄山东微山县傅村街道

开展移风易俗宣讲活动

本报讯（蔡齐鹿淑琪）2月16日，山东省微
山县傅村街道开展移风易俗宣讲活动，进一步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养
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
社会风气。

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进婚礼现场为新人
们送上真挚祝福的同时，还发放了“移风易俗
倡议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移风
易俗的相关政策，阐述其对于社会发展、家庭
幸福的重要意义。同时，工作人员针对高价彩
礼、恶俗婚闹等不良现象，结合真实案例进行
了深度剖析，让群众深刻认识到这些陋习的
危害，并鼓励广大群众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
起，以实际行动带动家庭成员转变传统观念，
共同营造文明办理婚嫁事宜的良好社会氛
围。为营造文明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工作人
员组织事主和村级包保责任人郑重签订《移
风易俗承诺书》，以契约的形式强化群众践行
文明新风的决心。

河南中牟新区
拟开展五项活动
助推移风易俗

本报讯（王永飞 严建行）2月17日，河南中牟
新区（中牟县）召开主题活动动员会，将于今年在
全区（全县）组织开展以“喜事新办倡新风、丧事简
办重厚养、孝老爱亲讲传承、勤俭节约养美德”为
主要工作任务的“倡文明树新风 移风易俗我先
行”主题活动。

据了解，主题活动将聚焦破解“高额彩礼、大
操大办、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四项突出问题，重点
开展五项活动。村规民约“晒晒看”活动。将移风易
俗内容纳入村规民约，通过村广播、公示栏、微信
群等渠道，采取观摩展示、分享交流等形式，让村
民广泛知晓、共同参与。寻找四好“星榜样”活动。
开展“喜事新办好家庭”“丧事简办好典范”“孝老
爱亲好儿女”“勤俭节约好楷模”活动，发挥典型引
领作用，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移风易俗的内在动
力。文明新风“大家谈”活动。面向全县广大干部群
众征集关于乡风、家风、民风建设的思考与感悟，
通过文字的形式讲述移风易俗带来的积极影响。
移风易俗“文艺秀”活动。有序组织开展展演、巡演
活动，鼓励乡村文化能人围绕移风易俗创作优秀
文艺作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移风易俗
理念。重点节日“强实践”活动。结合传统节日、节
庆日等，开展绿色清明、孝善敬老、“我们的爱情·
文明表达”等移风易俗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市民群
众树立文明、健康、绿色的节日庆祝观念。

安徽淮北市烈山区洪庄村
抵制高价彩礼
倡导婚嫁新风

本报讯（李子怡）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动移风易俗，树立婚姻嫁娶新理念，
近日，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洪庄村组
织开展“抵制高价彩礼 倡导婚嫁新风”移风易
俗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页和
“面对面”讲解的形式为村民介绍了当前社会
存在的不良婚嫁习俗的现状，呼吁每个家庭和
广大青年都应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主
动摒弃陈规陋习，自觉抵制盲目攀比、铺张浪
费的婚礼方式，做到婚事新办、喜事简办，践行
文明婚嫁新风尚。

“我们积极响应新思想，在和亲家深入沟
通之后，两家决定零彩礼为孩子们办婚礼！”谈
及文明婚嫁的新理念，家中喜事将近的居大姐
高兴地说。

本次宣传活动有效激发了村民主动践行
移风易俗的积极性，营造出勤俭节约、和谐文
明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洪庄村将持续开展多
种形式的移风易俗宣传活动，进一步引导辖区
群众树立文明婚姻新观念，让婚事新办、喜事
简办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近年来，甘肃省民乐县新天镇积极探索
精神文明建设新路径，在推动移风易俗工作
中坚持外在“塑形”与内在“铸魂”并重，精准
施策、深化治理，挖掘与培育优秀文化，不断
提升群众幸福感与文明素养。

加强公约约束，完善基层自治体系。全
镇22个村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为抓手，积极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互通的基层社会
共治体系。将“红白喜事简办、厚养薄葬、抵
制高额彩礼”等文明理念写进村规民约，在
保证既坚持村民自治原则接地气，又确保合
法合规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为

群众品格树立新标杆，行为明确新标尺。对
村民言行举止、村庄环境卫生维护、文化建
设等内容进行规范，有效解决了群众身边一
系列实际问题。

加大宣传力度，倡导新风深入民心。该镇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农家书屋、巾帼
家美积分超市等阵地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
广泛发动农村党员、致富带头人等开展志愿
服务，积极认领服务项目并推动落实。通过入
户张贴移风易俗倡议书、发放宣传资料、村级
大喇叭等方式向村民宣传移风易俗相关政
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帮助群众了解高额彩

礼、大操大办带给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引导群
众抵制陈规陋习和封建迷信，大力倡导文明
节俭之风。

强化典型示范，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该
镇充分发挥文明家庭、身边好人等示范带动
作用，引导群众弘扬节俭美德、善言善行，激
发群众自觉性与积极性，形成人人参与、彼
此监督的良好氛围。同时，坚持督导党员干
部管理好家庭成员、引导好亲戚朋友，争做
良好风尚的领头人、移风易俗的示范者，推
动形成乡村治理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有效
治事的良好氛围。

甘肃民乐县新天镇
移风易俗“招招给力”文明前行“步步坚实”

◎ 邓永德杨雁茹

湖南醴陵市孙家湾镇
“微”宣讲助推“大”文明

◎ 黄进笔管国兵

近年来，湖南省醴陵市孙家湾镇始终把乡风
文明建设作为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全民素质、促进
村镇发展的优先工程，通过“微”宣讲形式开展移
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活动，用“小切口”推动“大
文明”，让移风易俗绘就乡村幸福底色。

组建“微团队”，“家常话”讲出“大道理”。孙家
湾镇成立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
镇长任双组长，下设党员先锋队、党员志愿服务
队、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负责宣传教育和
组织倡导活动，打造“立体式”微宣讲格局。成立

“移风易俗 乡风文明”宣讲团，创新“百姓点单、中
心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服务模式，根据群
众需求定制宣讲内容，用方言土话、乡间俚语把群
众关心的、看不懂的惠民政策说清楚、讲明白。

打造“微阵地”，“家门口”传播“新理念”。孙家
湾镇积极利用党员教育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幸福屋场等地，探索“全方位”微宣讲矩阵。
“阳光公示栏”、运动健身区等让群众在休闲娱乐
中了解党的政策。修改完善村规民约“三字经”、编
写幸福屋场“四字言”、印制千余块乡风文明告示
牌等，让广大村民在潜移默化中破除陈规陋习。针
对群众的不同需求开展宣讲，将“大道理”翻译成

“土方言”，把“大主题”转化为“真案例”。
举办“微活动”，“家乡人”引领“新风尚”。孙家

湾镇通过开展文艺演出、典型解读、网络宣讲等活
动，培育“多元化”微宣讲形式，让文明乡风在实践
中潜移默化、成风化俗。创新举办幸福村民秀才艺
展示赛、农民文体节、“我们的节日”、好家风好家
教宣讲等活动，在节目中大力融合婚事新办、厚养
薄葬、勤俭节约的文明理念，使“文化礼堂”真正成
为群众的精神家园。

下一步，孙家湾镇将持续用好“微”宣讲，以文
明新风“小切口”，撬动移风易俗“大变化”，用通俗
化语言、大众化宣讲，让移风易俗知识入脑入心，
文明新风落地生根，持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

贵州黎平县中潮镇
探索“文明积分”治理模式

◎ 吴敏敏龙光明姚进忠

“我家75分，可以换个水桶和脸盆，明年我要
努力多挣积分。”近日，贵州省黎平县中潮镇佳所
村村民杨啸开心地说道。

近期，中潮镇各村掀起了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的热潮，这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回报。中
潮镇群众从环境整治到邻里互助，从志愿服务到文
化传播，每一次“付出”都被赋予了“文明积分”。

在佳所村、上黄村积分兑换现场，摆放着洗
洁精、洗衣粉、脸盆等生活用品，村民们手持积分
卡，高兴地挑选着心仪的物品，脸上洋溢着满满
的笑容。

“这些都是我参与村庄整治挣来的积分换的，这
下干活更有动力啦！”上黄村村民吴城开心地说道。

近年来，中潮镇探索“文明积分”治理模式，
坚持“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兑物品”的工作思
路，充分发挥文明实践积分“以点带面 正向激
励”作用，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推进移风
易俗、弘扬文明新风等行动，村民的思想和习惯
悄然发生转变。

“通过参与理论宣讲、村庄卫生整治、文化文
艺活动，参加志愿服务，落实村规民约等事项，就
能获得相应的积分，每季度村民可凭积分卡到文
明积分超市兑换需要的物品。”上黄村驻村第一书
记张迪介绍，“这些物品看着不起眼，但承载着村民
的认同感与成就感，激发了村民主动参与、共建美
好家园的热情，为乡风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截至目前，全镇3300余户参与积分评比，累
计发放奖品400余份，评选“清洁示范户”65户。通
过积分奖励，村民从“要我干”变为“我要干”，形成
了家家争当“卫生标兵”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