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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关键点 破解“减负”题
——陕西省旬阳市强化移风易俗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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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陕西省旬阳市从解决群众呼吁强
烈的红白事宜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人情攀比
等问题入手，强化移风易俗突出问题专项治
理，革除陈规陋习，治理社会“顽疾”，切实把人
情和经济负担降下来，把新风正气树起来，助
推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制定规范标准 解开“精神枷锁”

近日，在旬阳街头，11辆快递车系彩球、贴
喜字，变身迎亲“婚车”，吸引众多路人的注
目。“现在大力提倡节俭婚嫁、节能低碳，同事
们得知我今天结婚，特地赶过来帮忙迎亲，我
感到非常开心！”新郎任登超满脸春风。

旬阳市顺应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
期盼，把推进移风易俗、遏制陈规陋习作为弘
扬时代新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先后
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组织“两代表一
委员”讨论交流等方式，广泛汇集民意民智，
出台《旬阳市城乡群众操办红白事宜规范标
准》，明确“六个严控”，在操办类型、办宴规
模、礼金数额等方面制定“刚性举措”，在公序
良俗与陈规陋俗之间划出清晰红线，治陋习，
树新风，向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顽瘴痼疾

“开刀”。

“过去，升学、过寿、乔迁、满月、购车……
逢事必请客，过事必送礼，人情份子名目繁多，
我们苦不堪言。”村民方孝义一边翻着两年前
的账本一边说，“现在，我们农村仅限婚嫁、建
房、丧葬三类红白事可以操办，人情往来礼金
100元，宴请每桌用白酒不超过2瓶100元、用
烟每盒不超过15元，把我们彻底‘解放’啦！”

严肃执纪问责 管住“关键少数”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
旬阳市坚持从干部队伍抓起，教育广大党

员干部在操办红白事宜中率先革除陋习，带头
移风易俗，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

由市纪委监委牵头，制定《规范党员、干部
和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带头移风易俗
的纪律规定》，严禁大操大办、盲目攀比、铺张
浪费；严禁收受明显超出当地正常礼尚往来的
礼品、礼金；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动
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资源、资金、资产办理婚丧
事宜……“十一个严禁”，为公职人员操办红白
事宜戴上了“紧箍咒”。

旬阳市始终保持公职人员操办红白事宜
高压态势，对外公布举报监督电话，严查顶风
违纪违规行为，严肃党纪政务处分，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通报曝光一起，绝不手软。市纪委监
委以正式文件形式，对多名党员、干部违规典
型案例在全市进行通报，管住了“关键少数”，
推动了移风易俗“进城下乡”，震慑作用明显。

“我们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在操办
红白事宜方面带头简办，带头示范，引导群众形
成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良好风气。”金河口社
区党组织书记江世斌掰着指头数着，“仅去年以
来，我们社区少办庆生、升学等事宜10起，婚事
新办3起，白事简办2起，带动作用明显。”

坚持修规立约 强化监管激励

旬阳市在移风易俗突出问题治理中，把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准绳，对红白事宜
办理要求予以共同约定，形成广大群众普遍认
可、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同时，以村（社区）为
单位组建红白理事会，完善“红白理事章程”，
对辖区红白事宜依规文明操办。坚持制度管人
管事，推行农村“过事”登记制、备案制，建立红
白事宜操办承诺书、移风易俗提醒告知书、现
场监督明白卡、民风监督员全程跟踪服务“两
书一卡一全程”制度，强化事前、事中、事后闭
环管理，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纠正，收到了良好
效果。

在旬阳市，一些地方还科学设置勤俭节
约、文明行为积分指标，以家庭为单位，依据积
分到“爱心超市”兑换实物，引导群众自觉移风
易俗。

“没想到这个‘存折’这么好，今天我又用
存折里的积分兑换了一袋米和一桶油，今后我
还要争取更多积分！”在麻坪社区“文明银行”
爱心积分兑换超市，村民赵广兰拿着“存折”很
是感慨。

村民手中的这种“存折”，不存钱，不贷款，
只存“文明事儿”，激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文明
实践、移风易俗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摒弃陋
习旧俗，倡树文明新风。

“推进乡村振兴需要立德育人、塑形铸魂，
我们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引
导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习，在全市形成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的文明风
尚，以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旬阳市委书记
陈红星说。

据了解，去年以来，旬阳市先后印发移风
易俗倡议书、宣传资料2.5万份，举办集体升学
礼、文化惠民活动60余场次，全市简办丧事
350件，新办喜事480件，其他事不办500余场
次，促使农村红白事场次和人情份子开支减少
了三分之二，累计为群众“减负”1500余万元。

本报讯（肖珊）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
述，5月15日，四川省资阳市“弘扬陈毅家风
涵养家国情怀”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乐至陈
毅故里景区德胜广场举行。资阳市副市长杜
伯军出席仪式并讲话，乐至县委副书记、县长
彭玉秀出席仪式并致辞。

杜伯军在讲话中强调，加强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意
义，在实际行动中身体力行践行和培育新
时代文明家风；要传承红色家风，准确把握
陈毅家风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榜样、严自身、践新
风；要强化组织保障，切实推动主题活动有
力有序不断深化，推动工作落实。

彭玉秀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选择在

乐至举行，既是对全县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
充分肯定，更是对乐至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的鞭策鼓励。下一步，乐至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
风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家风家训不断引
向校风、民风、政风，以家庭文明建设引领
现代社会文明，为资阳加快建设成都都市圈
现代化产业新城和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示范
区提供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
力量。

启动仪式现场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情景
剧《信仰的力量》精彩上演、陈毅元帅家风故
事动情讲述、陈毅诗词集体诵读……一条条
家规、一句句诗词，让现场观众深受感动、心
弦共鸣。此外，市级相关部门向陈毅故里景区
管委会授牌“资阳市家风家教实践基地”、向
弘毅轻骑兵志愿服务队授旗“陈毅家风故事

巡讲团”、参观陈毅家风故事展等活动流程也
有序展开，进一步夯实了弘扬陈毅家风的良
好基础，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活动在集体诵读陈毅诗词的激情澎湃中
走向高潮，大家在诵读过程中深刻感悟陈毅
家风蕴含的爱国爱家、忠诚廉洁、孝亲爱民
的家国情怀。启动仪式结束后，广大干部群
众纷纷在“弘扬陈毅家风 涵养家国情怀”承
诺践诺墙上，郑重写下对家国的寄语祝福以
及对弘扬传承优良家风的签名承诺。

据悉，作为陈毅家风的诞生之地，近年来，
乐至县以弘扬陈毅家风为深化家庭文明建设
工作的重要抓手，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常态化开展家风故事巡讲、巡展、演讲比赛等
活动，以家庭“小气候”温润社会“大气候”，如
今，爱国爱家、向上向善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在乐至已蔚然成风。图为活动现场。

四川资阳在乐至县启动
“弘扬陈毅家风 涵养家国情怀”主题活动

整治“新官不理旧账”
须深究
胡泊

5月11日，湖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协
调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征集“新官不理旧
账”问题线索的公告》，5 月 15 日—5 月 26
日，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全省各级政府和部
门“新官不理旧账”方面的问题线索。

早在 2016 年，中办、国办就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
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对失信被执行人规
定了 11 类 37 项联合惩戒措施，其中，在职
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确定为失信
被执行人的，失信情况应作为其评先、评
优、晋职晋级的参考。

“官员失信”多是旧账，或许在某些干
部眼里，“新官不理旧账”，前任留下的包
袱不该自己去处理，干好自己任期内的工
作就好。但是，失信干部与新上任干部却
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干部诚信是社会诚信
的风向标，不能让个别干部的失信行为影
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古人言，“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
无信则衰。”“官员失信”是一项严重的诚信
问题，干部带头失信，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不
存，建设社会诚信之风更是无从谈起。容忍

“官员失信”，不仅损害政府形象与公信力，
更是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孔子《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
可也。”由此及彼，一个失信于群众的干部
会有很好的人品和德行吗？本应是诚实守信
的践行者，竟然为了赖旧账连基本的诚信都
没有了，这样的干部，将群众利益置之不
理，很难说其不会做出违纪违规之事。

因此，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问题，面向
全社会公开征集问题线索仅仅是一个开端，
接下来，可以设立失信干部“黑名单”制度，
把有失信行为的干部悉数列入名单，在社会
上公布；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对有失信不良
记录的人，要视情况对其竞争资格予以限制
或永久取消其担任公职的机会。唯有如此，

“新官不理旧账”才会得到有效遏制。

村规民约是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实现村
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
的行为准则，是推动村庄协同共治的有力抓
手。近年来，山西省高平市米山镇吴村村以村
规民约为法宝，基层治理取得良好效果。走进
村中，映入眼帘的是干净的水泥步道，村舍错
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一股和谐文明新风在
村中徐徐吹动。

吴村村扎实推进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工
作，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
风易俗、涵育新风等内容，通过村民会议议
定纳入村规民约，让村民在自己认可的村规
民约中推进村级民主自治、创新乡村治理，

构建了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
格局。

“约”出新风尚聚民心

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吴村
村结合村规民约持续开展“星级文明户”评
比活动，大力弘扬文明新风、推进移风易俗，
树典型、立榜样，以点带面、示范带动，用身
边人身边事释放激励效应，培育出了健康、
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和乡村文明新风尚，
汇聚了发展合力。2022 年以来，共评选“星
级文明户”6300户，其中十星级17户、九星
级673户。

“约”出新气象暖民心

“乡风淳，乡村兴……”吴村村制定村规
民约“三字经”，用简短朴实的话语倡导村民
爱护家园、尊重邻里、共谋发展，以党建引领
治理、以活动助推发展，依托重要节日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搭建互学互助、政策宣传平台，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党的政策，倡导
文明新风，用实际行动温暖村民心田，真正

“约”出了乡村治理新气象、乡风文明新生活。

“约”出新风貌添效能

“讲卫生，好习气；倒垃圾，不落地……”

在吴村村的村规民约中，美丽家园建设是重
点内容之一。吴村村积极探索环境卫生长效
机制，将人居环境整治写进村规民约，明确人
居环境整治标准、村民的责任和义务以及长
效维护要求，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人翁”作用，
引导村民讲卫生、除陋习、树新风，养成文明
卫生好习惯，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携手共建美
丽家园，“约”出人居环境新风貌。

移风易俗日日新，文明新风徐徐来。下一
步，米山镇吴村村将继续创新工作举措，发挥
好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引导村民
践行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让文明新风走
入千家万户。

安徽当涂县湖阳镇：
婆媳互夸会
“夸”出和谐好家风

本报讯（吴黎明）“儿媳妇嫁过来十多年
了，我和老伴从里到外的衣服自己就再没有买
过，都是她给我们买的”“不管早上啥时候起
来，婆婆总给我留两个热乎乎的鸡蛋”“自从嫁
过来，我婆婆对我就像对亲闺女一样”……5月
8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湖阳镇大邢村举
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婆媳互夸会”。村里的婆
媳齐聚一堂，轮番夸赞对方，笑语盈盈间，夸没
了家庭矛盾，夸出了文明乡风。

活动刚开始时，大家都不好意思发言。“咱
们都是街坊邻居，相互交流经验，轮流夸夸自
己的‘好婆婆’、‘好儿媳’，没啥不好意思的。”
在大邢村村委王永红的鼓励下，平时不善表达
的村里婆媳相继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首先发言的是“好婆媳”高木英和邢巧云，
婆婆高木英讲述着生活中儿媳的各种好，眼泪
不由得夺眶而出。原来她曾摔断过腿，在医院
住了近一个月，不能下床，在儿媳的悉心照料
下，她的身体才得以好转。她说：“没有儿媳无
微不至的照顾，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我非
常感谢我的儿媳。”

儿媳邢巧云抱着婆婆，眼里满是泪花，脸
上则是幸福的微笑。她说，“我婆婆性格温和，
从没和我红过脸，吃的、穿的、用的要啥买啥，
从来没有委屈过我。我有时情绪不好，她就一
直陪着我，还给我讲笑话，变着法地逗我开心，
不是妈妈胜似妈妈。”

“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一定要团结，家
和才能万事兴啊。”活动现场，5对婆媳你一言
我一语，用最淳朴的语言交流婆媳相处之道，
气氛十分融洽。

互夸过程中，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好婆婆、好
儿媳形象不断呈现：好婆婆几十年如一日地操
持家务，任劳任怨地照顾一家老小，不求回报；
好儿媳勤俭持家，孝敬公婆，没有怨言……在夸
赞对方的过程中，她们眼眶湿润，几度哽咽，在
场之人无不动容。“通过这次活动，她们表达出
了日常生活中难以表达的感情，在大家的见证
下，显得更有分量。”大邢村村委王永红说。

“这次活动通过婆媳互相夸赞的方式，加
强婆媳沟通交流，积极化解家庭矛盾，让孝老
爱亲的种子在每一个家庭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湖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镇将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文明建设和弘
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重
要作用，以小家庭的和谐共建大社会的和谐。
同时，通过“最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好
丈夫”等评选活动不断扩大家风影响力，丰富
家风文化内涵，倡树文明乡风、淳朴民风。

贵州天柱县祥和村：
红白理事会
“理”出和美新乡风

本报讯（陈光昌 肖明忠）“村里成立了红
白理事会，成员都是村子里的老党员、乡贤、退
休老干部等，他们有威望、做事公道、热心肠。
红白理事会成立以来，村里滥办酒席的现象得
到了有效控制。”近日，贵州省天柱县凤城街道
祥和村党总支书记蔡之洋告诉笔者。

前不久，祥和村有村民打算办老人生日
宴，听到消息后，蔡之洋便和村里红白理事
会的成员登门规劝。经过一番思想工作，该
村民表示取消举办宴席，一家人聚聚庆贺庆
贺就好。“如今，村里升学酒、满月酒、参军酒
等酒席都不办了，减轻了村民们的随礼负
担，大家有了更多的精力来发展生产。”蔡之
洋高兴地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和美城乡四
大行动之一就是深入开展文明新风倡导行动。
祥和村把移风易俗作为文明新风倡导行动的
切入点，将勤俭节约、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移
风易俗内容写入村规民约，针对滥办酒席、大
操大办、铺张浪费等现象开展治理，通过教育、
规劝、奖励等措施，引导群众遵守相关规定，推
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目前，红白理事会在推动祥和村移风易
俗、倡导文明新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祥和村圭研片把红白理事会作为“抵制不
良习气，倡导健康生活”的新载体，提升卫生健
康素养、改变不良卫生习惯，着力提升人居环
境；祥和村卜头寨的乡贤和退休干部自觉抵制
铺张浪费，倡导勤俭节约，带头不办老人生日
宴、小孩满月酒等，以身作则将文明新风尚的
种子根植在群众心里；祥和村卜头甫的红白理
事会成员温情服务群众，用润物无声的方式推
进移风易俗，村民家中有红白事都会自觉报
备，酒席不超20桌，每桌不超过12道菜，村民
之间互不攀比……

“村里的红白理事会主动作为，经常召开
院坝会，对操办红白事的宴席规模、礼金数额、
操办时限等内容进行宣传。”祥和村村委会副
主任龚武元说，如今村民们都熟知婚丧嫁娶的
操作规定，涉及办酒席都会到红白理事会报
备，一切从简，形成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
事不办”的社会新风尚。

山西高平市米山镇吴村村：

村规民约为法宝 基层治理见良效
薛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