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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中，法治建
设一直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让我们走近
一些“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看看
它们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有哪些亮眼的经验
和做法—— （A4版）

这些地方有哪些亮眼表现

全国多地开展婚俗改革

破除“天价彩礼”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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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环保呵护生态
安徽淮南市潘集区祁集镇中安联合

港务区散货码头通过配置干雾抑尘装置、
卸船机喷淋、雾炮等环保设备对煤炭接卸
全程进行除尘，并对码头污水进行全面收
集处理，实现环保和经济双赢。图为 2 月
17日，大型环保螺旋卸船机进行煤炭卸船
作业。 方好 摄

山西省
文明办主任会议召开

本报讯（芦蕊）2月17日，山西省文明办主
任会议在太原召开。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
明创建，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迈上新
台阶。会议全面贯彻落实2023年全国宣传部
长会议、中央文明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全国文
明办主任会议及全省宣传部长会议精神，认真
回顾总结2022年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安
排部署2023年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也是精神文明创
建的“大年”。要重点做好推荐新一届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工作，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
设融合发展，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和
志愿服务事业实现全面发展，深化拓展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道德模范等先进典
型选树宣传，扎实开展文明风尚行动和网络文
明建设，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全省奋发
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
大精神力量。

山东：乡村“五个振兴”
结出累累硕果

本报讯（毛鑫鑫）近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省委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有关情况。“近年
来，我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推进乡
村‘五个振兴’，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取
得新成效。”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书记、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张红旗介
绍了该省乡村振兴取得的成就。

乡村产业发展更加强劲。粮食总产连续9年
稳定在千亿斤以上，粮菜果、肉蛋奶、水产品等产
量均居全国前列，为稳产保供大局作出山东贡
献。形成了寿光蔬菜、沿黄肉牛等一批千亿级、五
百亿级产业集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20年率
先突破并保持在万亿元以上，2022年达1.2万亿
元，稳居全国首位。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达到1394
亿元，占全国的1/5以上，连续24年领跑全国。

乡村人才队伍更加壮大。构建起从两院院
士、泰山学者到农技推广人员、“田秀才”、“土专
家”的人才矩阵，齐鲁乡村之星每年评选人数扩
大到800人，全省11万余名基层人才通过“直
评”取得中高级职称，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
270万人以上。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分别达到
11.5万家和24.3万家，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乡风文明更加彰显。持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村入户、入脑入心。倡树美德健康新生活，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县乡村全覆盖。深
化乡村文明行动，命名省级文明村镇3941个。

乡村环境更加优美。深入实施农村基础设
施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
年行动，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在
99%以上，累计建设省级美丽乡村2500个、

“美丽庭院”287万户。
乡村治理更加有效。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实施村级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三
年行动，3.4万名干部帮扶1.6万个村。开展党
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信用+、积分制等做法有
效推广。开发乡村公益岗55.6万个，有力促进
农民就近就地就业。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剧烈变迁，
婚俗也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地方的“天价彩
礼”、盲目攀比等婚姻陋习与现代文明社会
形成巨大反差。如何为爱“减负”，让婚俗与
时俱进，各地不断开展探索。

设立婚俗改革实验区是推进婚俗改革
工作的一项重要抓手。2021年4月，河北省
河间市等第一批15家单位被确立为全国婚
俗改革实验区。2021年9月，结合实践经验
和各地意愿，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等17家
单位被确定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
区，进一步扩大试点覆盖面。

按照相关要求，这些实验区从开展婚
姻家庭辅导、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培育
文明向上婚俗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教四
方面入手推进婚俗改革。

在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方面，各地
建立健全一站式、多元化的婚姻家庭服务
机制。目前，我国84%的县级以上婚姻登记
机关设置了婚姻家庭辅导室。

在创新婚俗礼仪方面，将颁证仪式
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常态化，
引导当事人用庄重的颁证仪式代替大操
大办。

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32个实验区普
遍提升了婚姻登记软硬件环境，设立了婚
姻文化馆或婚姻文化长廊，帮助新人深化
对婚姻的认识和理解。

在整治不正之风方面，各地基层自治
组织把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纳入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对彩礼、婚宴、随礼等标
准、参加人数等作出规定。

遏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是婚俗改
革的一项重点内容，也是各实验区的重要发力
点。各地不仅进一步强调监管，还提出很多具体
行之有效的办法。

——加大对公职人员的监管力度。
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全区233个行政

村、76个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理事会活动
章程，将彩礼限额原则上不超过6万元等规定写
入村规民约并公开上墙。

在江苏省东台市，建立公职人员婚前廉政
谈话、操办婚嫁事宜报告备案、违规操办婚嫁事
宜歪风查办三项制度，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做到
婚事新办、简办、廉办。

——举办零彩礼集体婚礼。
大红的喜字、鲜艳的绸缎、芬芳的鲜花……

2022年5月20日，被装点得喜气洋洋的河间市
大庄村红色礼堂内，正在举行一场零彩礼集体
婚礼。来自兴村镇北李子口村的一对新人——
明亮、赵聪敏，身穿中式喜服，和其他6对新人
一起，在乡亲们的祝福下掀盖头、拜天地、行结
发礼。

“我看上的是明亮这个人勤劳肯干，有没
有彩礼不重要。”赵聪敏说，虽然没收彩礼，但
能参加这么有纪念意义的婚礼，也给小日子开
了个好头。

“5·20”零彩礼集体婚礼是河间市推动婚俗

改革的重点举措之一。2021年以来，在河间市民
政部门办理的新婚登记中，不少是零彩礼和低
彩礼。

——加强调解和鼓励。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大槐树村村民张盼还

记得，自己在谈婚论嫁时曾因彩礼犯了难。“我
们当地的习俗是彩礼12万到15万元，外加一辆
车和宝鸡市区的一套房，这下来得小一百万元，
村里人哪里拿得出来！”多亏当地红白理事会的
调解和劝说，女方家把彩礼降到6万元。

在邯郸市肥乡区，获评“移风易俗好家
庭”的家庭成员可获得免费体检、10 万元创
业担保贷款等各项优惠政策，释放正向激励
效应。

——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婚俗改革涉及的是群众风俗习惯，更需要

动员群众的力量。一些实验区通过公益创投、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等
社会力量参与婚俗改革相关工作。

2022年，成都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受
四川省民政厅委托，对省内各地收彩礼等情况
进行深入调研分析。“我们团队走访了12个不同
地区的婚姻登记处，积累了大量一手素材，最终
形成相关报告，为下一步民政部门出台有针对
性的举措提供参考和依据。”成都太阳花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张凤说。 （下转A2版）

2 月 13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
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
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
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推进农村丧
葬习俗改革。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这是
新时代提出的崭新考题、面临的重大课题。近
年来，全国各地各部门把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坚持守正创新、弘扬
良好风尚，不断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推动文明
乡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移山易，移俗难。尽管近年来推进移风易
俗工作收到一定成效，但农村婚丧嫁娶中的攀
比现象仍时有发生。高价彩礼导致“娶不起媳
妇”“结不起婚”，以及讲排场、比阔气等一系列

陈规陋习，不同程度地阻碍了农村发展，甚至
成为一些农户致贫的“导火索”。由此观之，持
续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还需加大力
度，常抓不懈。

推进移风易俗，面上改的是行为习惯，质
上改的是价值观念。因此，移风易俗向纵深推
进，关键是解决思想观念问题，坚持“破与立”
的原则，遵循规律办事，将移风易俗融入生活，
倡导文明行为，丰富百姓生活，重塑乡村文化，
让群众告别陋习、拥抱文明。特别要注重提升
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要坚持“德”与“法”并举，推进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移风易俗不仅涉及法律法规，而
且还涉及道德观念。因此，只有坚持法治和
德治协调推进，才能取得实效。要进一步加
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

宣传，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不
断增强村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文明户评
选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不断提升群众文
明素质，传播文明理念，让群众在“德”的感
召和“法”的约束下，成为移风易俗的传播
者、实践者、引领者。

除陋习，树新风，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农村，“村看村、户看户，
群众看干部”。管好了党员、干部这个关键，
群众工作就好做。这就要求，各地在推进移
风易俗的过程中，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健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组织，完
善村规民约，推动党员、干部带头执行，让移
风易俗常态化。要严格落实农村党员、干部
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报备制度，对违反移风

易俗规定的党员、干部，依纪依规进行相应
处理。党员、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以实际行
动作出表率，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移风易俗绝非一日之功。要让高价彩礼、
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在
部分地区持续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就要
从思想上形成自觉、制度上形成规范、风气上
形成氛围。同时，在治理上不搞“一刀切”、齐步
走，要落细落小，以点带面推动乡村治理工作
再上新台阶，让乡村文明之风吹拂心田，为乡
村振兴凝心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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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移风易俗，铸乡村振兴之魂
董宏达

2023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以实
施“两个文明”提升工程为抓手，持续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向“新”出发。（B1版）

从“心”出发向“新”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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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发布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

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近年来，“天价彩礼”、婚礼恶俗闹剧等频频出现，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全国多地积

极开展相关改革。2021年4月以来，全国已确立32个婚俗改革实验区。这些改革成效

如何？笔者展开调查。

实验区从四方面推进婚俗改革

监管、调解、鼓励、保障多管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