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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淳，乡村兴。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全国各地农村地区扎实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改进村规民约，
宣传孝善美德，倡导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积极引导群众摒弃铺张浪费、
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陋习，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保障。

孝善敬老润人心

春节假期刚过，甘肃省金昌市市
民甄世贤就开车带着82岁的父亲甄
作金赶回了老家新粮地村。

原来，每月的21日是金昌市金川
区双湾镇新粮地村的孝善日。这天，
村里会组织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聚
会，老人们在一起品尝美食，欣赏演
出，其乐融融。

“我父亲的腰不好，上下楼不方便，
不太愿意和我们住在城市里。”今年59
岁的甄世贤家中四世同堂，但老父亲不
住在身边，他想多给一些赡养费来尽孝
心，但老父亲说什么也不肯要。而在新
粮地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40人，
其中70岁以上老人有70人左右，老人
的赡养问题一度困扰着不少家庭。

2019年，新粮地村创新性地设立
了“孝善基金”，全村70岁以上老人的
子女若每月缴纳200元的赡养费，孝
善基金理事会将给予20%的补助，在

每月的孝善日一同发放给老人。
“情况允许的话，我们会要求子

女到现场缴纳赡养费。”新粮地村党
支部书记鲜舜文说，希望借此引导子
女多看望老人、关怀老人。

如今，甄世贤每月都会抽空回村
里缴纳赡养费，而更重要的，是看看
老父亲。2015年，新粮地村建成了互
助老人幸福院，老人们在这里用餐娱
乐、互相陪伴，甄作金就是其中一员。

“看到父亲现在拥有了一个温暖
的港湾，心里特别踏实。”甄世贤说。

婚俗改革添喜气

春节假期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在
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鲍店镇的一间办
公室里，陈春兰正在埋头整理资料。

“春节假期期间，不少在外务工
的青年回了村，父母都忙着给孩子张
罗对象，我们可忙呢。”今年53岁的陈
春兰是鲍店镇公益红娘志愿服务队
的一员。这支成立于2019年的志愿服
务队以全镇行政村的妇联主任为主
力，如今已经有30多名队员。

年轻人找对象，她们负责配对联
络；村民办喜宴，她们全程主持张罗。
提供志愿服务的同时，“红娘”们还肩
负一个重要的任务——向村民倡导
婚事新办的文明新风。

“过去村里人结婚习惯大操大
办，车队、酒席、乐队一个都不能少，

街坊邻里互相攀比，形成了铺张浪费
的风气。”陈春兰说。

2019年11月，长治市出台了《关
于推进农村移风易俗的意见》，明确提
出推动革除“天价彩礼”与大操大办等
歪风陋习，鲍店镇公益红娘志愿服务队
应运而生。

“我们把宣传融入服务，既帮老百
姓办事，又引导他们转变观念。”鲍店镇
镇长周彦飞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农村
婚事大操大办的风气得到了很大改变。

鲍店镇郭家庄村村民仝贵文对
此深有感触，几年前给大儿子操办婚
事的场景让他记忆犹新：“酒席连摆
了一个礼拜，全家人都累垮了，光请
人吃饭就花了一万多元。”

春节过后，仝贵文准备给小儿子
办婚事。这次，他的“心理负担”小了很
多。“做一锅烩菜，请几桌亲朋，加上酒
水什么的，两千元足够。”仝贵文说。

“酒席变成大锅菜，乐队换音响，
高档婚车也换成了自家的小轿车。”陈
春兰说，农村办婚事少了铺张浪费，但
对新人的祝福从未改变。

文明丧葬寄哀思

将骨灰盒放入公墓，铺上一层鲜花，
亲友在墓碑前祭拜，全程没有嘈杂的吹
打哭丧和沉重的棺木……

在江西省永新县烟阁乡水尾村，
百岁老人朱九英的葬礼简约而庄重。

“过去常有村民因为墓地选址产
生纠纷，丧事的鞭炮也常常引发是非
纠纷。”烟阁乡红白理事会会长龙新华
说，如今逝者骨灰入葬公墓，不仅节约
了土地，也减少了纠纷，村民间的关系
更加融洽，村容村貌也更加整洁。

一位村民告诉笔者，过去办丧事
堪称“大开销”。烟花爆竹、乐队、宴席
等算下来，起码要花两万多元。如今，
殡葬流程简化大大减轻了村民们的
负担，“村里人都非常支持。”

笔者了解到，当地政府结合民意，
推行“三二一”丧事礼办模式（“三”即
不请“八仙”、不请乐队、不大操大办宴
席；“二”即不收鞭炮、不收花圈；“一”
即只设一个香厅），并不断完善规章制
度，如今，绿色殡葬正成为新风尚，被
越来越多的群众接受和认可。

为了加强红白理事会在移风易俗
工作中的“排头兵”作用，永新县还通
过视频教学、现场观摩等方式，对丧事
礼办流程等内容进行培训，全面提升
理事会成员的服务能力。同时，当地志
愿者协会也借助广播、电视、新媒体等
平台宣传禁止婚丧事大操大办的规
定，营造厚养礼葬的社会氛围。

“文明节俭办丧、节地生态安葬
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永新县民
政局局长龙继东说，县里还创建了网
络祭祀平台，引导群众通过网络寄托
哀思，移风易俗的成效正逐渐显现。
（新华社孙少龙范帆刘扬涛李杰）

让文明之风吹进老百姓的心坎里
——全国各地农村地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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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遵化市毗邻京津，地处
京津一小时经济圈内，地理位置优
越，旅游资源丰富，红色底蕴丰
厚，是著名的千年古县、红色之
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对党忠
诚、艰苦创业、团结奋斗、敢为人
先”的红色基因在遵化代代相传。
2020 年，遵化成功获评第六届全
国文明城市。站在新的起点，遵化
把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作为
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健全机制，多措并举，广泛开
展“团结奋斗·我与文明遵化幸福
相伴”主题实践，实现文明创建与

城市发展共生共长。

抓主线学习贯彻 夯基础打
造“铁军”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持续奋
斗，至关重要，打造一支敢于担当、
勤于苦干、善于做事的高素质干部
队伍，是遵化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的基石。

深入开展“守初心、担使命，兴
遵建功”行动。以“戴党徽、升国旗、
礼赞新中国、奉献家国情”为主线，
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作为“兴遵建
功”行动的重要战场，全面打造遵化
高素质干部队伍“铁军”品牌，大力
选树优秀典型，广泛宣传先进事迹，
引导广大党员干在先、走在前，在创
建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深入开展访千楼万家活动。大
力弘扬“干群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的新风正气，充分发挥“五级联控
快速反应体系”作用，75 家单位、
4937 名楼门长和党员干部先后多
次进小区访居民，把征集到的社区
生活环境、交通出行、城市建设管
理等 16 个方面的社情民意 16245
条，由 75个单位具体承办，群众满
意率达98.6%。

深入开展专项攻坚行动。书记、
市长带头，四大班子领导深入实地
检查督导，县级领导在分包点位现
场办公，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的
烦心事。同时，城管、交通、住建、环
卫、公安、街道办等相关部门合力攻
坚克难，把“办公桌”搬到主次干道
上，把调度会开到小巷小区里，把解
决方案送到百姓的身边。（下转2版）

赢百姓口碑 让文明常在
——遵化市多措并举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

洪樱方赵金萍白剑昆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

华诞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要求在全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宣示了新时代共产党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决
心，展现了再接再厉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奋进
姿态，为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注入强劲动力。

1921—2021，风雨百年路，
奋斗铸辉煌。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百年大党继
往开来再出发——

“我们要认真回顾走过的
路，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
好前行的路”。

（一）

这样的一幕发人深省——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贵州考察调研。在乌蒙山
深处，总书记陷入了沉思：“从这
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当年
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一个“难”字，折射出我们党
百年征程何其艰辛曲折，也蕴含
着新时代共产党人铭记历史、继
续前进的奋斗意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的“红色足迹”遍及大江南
北。从河北西柏坡、山东临沂、福
建古田，到陕西延安、贵州遵义、
江西于都……一个个“红色地
标”，串联起革命历史，传承着红
色基因。“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
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
深、把得准”。在治国理政实践
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宽广深邃
的大历史观，端起历史规律的望
远镜把握大局大势，带领全党不
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不断从历史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

恩格斯曾说：历史就是我们
的一切。习近平总书记把历史视
为“最好的教科书”，认为中国革
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把学
习党史、国史上升到“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

课”的战略高度，号召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唯物史
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要求科学把握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
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创新党史学习教育
的方式方法，善于运用党的历史推动事业发展，充分发挥党
史学习研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闪耀
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光芒，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既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
示，也是对现实问题的透彻分析，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深入
思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全党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科学对待党的历史、重视
学习党的历史、善于运用党的历史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
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是世
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被史学家誉为

“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历史，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精
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思想力
量和文化基因。

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
族光辉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学习党史，善
于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前进力量，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
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
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
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高度重视历史研究和学习工作。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起点上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战胜风险挑战、推动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需要，是增强忧患意识、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

党史如明灯，照亮前行之路；党史如清泉，洗涤心灵之
尘；党史如号角，激发奋进之力。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
要让全党全国深入了解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理解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让全党在学思践悟中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更加昂扬的精
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不断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紧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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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全国铁路

治安平稳有序 1695.5万

旅客安全出行

◎“2021年全国网上

年货节”期间网络零售额

达9057.6亿元

◎增值税发票数据：春

节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增长

超350%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公布2021年“作战图”

重点安排65个重大项目

◎四川农民工返岗时

间早于往年已返岗逾109

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