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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以产业振兴“破题”

写好乡村
振兴答卷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关

键是产业要振兴。”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点，也是最为基础的

一环，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基础，产业发展，是滋养农

民美好生活的源头活水。近年来，

各地扭住产业振兴“牛鼻子”不放

松，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善作善

成，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

础，写好乡村振兴答卷。

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的田野上奏响文明之歌奏响文明之歌
——四川持续深入推进移四川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一线见闻风易俗一线见闻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漆世平漆世平

A3 乡风文明

共话文明传承 共商文化交流

2023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举行
专家学者共话“万里长江”

编辑 朱乔明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精准施策 对陈规陋习说“不”

“嫁的是爱情，而不是彩礼！”前不久，凉山
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梅花镇打土村彝族村民潘
阿呷出嫁，她积极响应村里移风易俗、抵制“天
价彩礼”的号召，主动降低彩礼，为幸福生活

“减负”。
梅花镇党委书记海秀花介绍，以前在打土

村，讲排场、摆阔气、搞攀比，铺张浪费、高价彩
礼、炫富比阔等问题比较突出，给农村家庭造
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有的男青年到了适婚年
龄因高价彩礼“娶不起媳妇”，有的家庭“娶了
媳妇就返贫”，严重影响社会风气。“2019 年
起，村里探索建立‘党建+移风易俗’工作机制，

聚焦高价彩礼、红白事撒钱撒物、超标准杀牛
羊等陈规陋习治理，制定了《喜事新办做到八
个不准》《丧事简办做到八个不准》《承办宴席
做到三个不接》《移风易俗‘五禁止’》等制度，
引导村民自觉破除陈规陋习。”海秀花提到，特
别是去年5月1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
条例》正式施行，明确反对高价彩礼、人情攀
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文明乡风
吹进了打土村的家家户户，村民精神风貌明显
改善。

打土村是四川省移风易俗试点村，其遏
制“高价彩礼”等陋习的实践是四川省推进移
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
来，四川省先后印发《新时代推进乡风文明建
设十大行动工作方案》《四川省开展高价彩
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制定《关于治理农
村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推动移风
易俗工作的通知》等，对移风易俗工作作出系
统部署，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持续在全省农村掀起破旧俗、除陋习、树新风
的高潮。

在相关方案的指导下，四川省各地坚持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因地制宜，深入推动移
风易俗，充实完善村规民约，通过明确彩礼上
限、宴席规模、招待范围、随礼金额等，坚决破
除陈规陋习，抵制大操大办，为群众减负，为幸
福加码。

在利用规章制度有效破除陈规陋习的同
时，四川各地也在积极开展婚丧礼俗改革，大
力弘扬新风正气。

在巴中市通江县，利用村级旅游中心、文
化礼堂等场地打造的农村家宴中心，推出符合
当地村民消费水平的“村宴菜谱”，采取“菜单
制”点菜模式，有效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在绵阳市安州区，基层妇联主席担任“义
务红娘”宣传新时代婚恋观，引导本地青年利
用春节、国庆等集中返乡时间节点举办集体婚
礼、家庭婚礼、旅行婚礼等新型婚礼，树立文明
嫁娶新风；

在“东坡故里”眉山市，殡葬改革正有效推
动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文明殡葬等内容
纳入《眉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眉山市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立法，并制定了文明治
丧流程，创新推广文明简约、生态环保的丧葬
模式；

…………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一场场与时俱进的
移风易俗生动实践在巴蜀大地的乡间逐步展
开，一种日渐深刻的文明气质在广袤农村悄然
生长。

宣传引导 移风易俗深植乡村土壤

“喜事新办，丧事从简，破除陈规陋习，反
对铺张浪费，反对大操大办……”9月10日，行
走在简阳市平武镇尤安村干净整洁的村道上，
不时能听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村村响”
里传来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尤安村党委书
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段作其一边走一边
笑着对记者介绍说：“这可是我们村的‘法宝’，
有了它，我们村‘管’住了陈规陋习，‘约’出了
文明新风。”

段作其介绍，为了营造移风易俗的浓厚氛
围，尤安村除了通过“村村响”大喇叭每日循环
播放宣传村规民约外，还利用道德讲堂和乡贤
队伍等进行广泛宣讲，引导村民喜事新办、丧
事简办。

移风易俗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近
年来，四川省从宣传引导入手，着力营造移风
易俗浓厚氛围，充分利用“村村响”、文化墙、宣
传栏等农民群众身边的各类阵地，通过“基层
夜话”、农民夜校、院坝会等载体，以及公众号
等新型媒体，线上线下多渠道、多形式推动移
风易俗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将移风易俗作为

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文明培育的重要内容，注
重发挥好党员干部的榜样作用，先进典型的引
领作用，以及文化活动的涵育滋养功能等，全
面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淳
朴民风。

在贡嘎山下，甘孜州九龙县组建“1+15+
16+N”党员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团队，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围绕“一月一主题”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树立节俭、文明、健康、向上的社会新风；

在永宁河畔，泸州市纳溪区立足实际，按
照“一镇一特色”思路，发动13个镇街梳理形
成“廉竹传家·清亲大河”“清廉人生课堂”“飘
香小院”等各具特色的本土“家风标杆”，推进
当地移风易俗，推动基层治理取得实效；

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阿坝州九寨沟县组
建保华乡“乡音宣讲队”、大录乡“马背宣讲
队”、郭元乡“挎包宣讲队”、南坪镇“琵琶弹唱
宣讲队”等特色宣讲队伍，在宣讲中融入琵琶
弹唱等九寨沟县独有的文化元素，以接地气、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移风易俗；

…………
“抬眼可见、触手可及”的移风易俗宣传，

接地气、聚人气的移风易俗宣讲，“不打烊”、有
活力的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伍，评典型、树新
风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正记录着
巴蜀大地移风易俗的步伐，让生活在乡村土地
上的人们因文明而更加幸福。 （下转A2版）

9月 8日，行走

在四川省宜宾市珙

县珙泉镇鱼竹村的

村民聚居点，白墙

黛瓦的村居间弥漫着桂花的

清香，一条条翠竹步道蜿蜒

延伸向远方，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前的LED电子显示屏

上，滚动播放着移风易俗内

容。村民们围坐在柑橘树下，

说起村里的新变化，纷纷感

慨：“村里的环境和秩序越来

越好”“讲排场、讲面子、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的情况少了”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大家都

认可”“‘人情负担’少了，邻里

关系更近了”……

近年来，四川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移风

易俗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扎实推进农村移风易俗重点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有效

遏制陈规陋习，深化宣传教育

和正面引导，倡导文明健康生

活方式，文明乡风吹遍四川乡

村的各个角落，为乡村振兴

“赋能铸魂”。

本报讯（明文）9月 12日，2023长江文
明论坛在重庆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
长江沿线省（区、市）高校、社科机构和文博
机构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长江文化传
承发展展开研讨交流。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重庆市政府共同主办，旨在搭建文
化交流平台，共同讲好“长江故事”“中国故
事”，汇聚八方智慧力量，保护传承弘扬长江
文化。

万里长江，千年文脉，巴蜀文化、荆楚文
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
2023年长江文明论坛的主题是“长江文化传
承发展”，专家学者围绕“宅兹中国：长江文明
探源”“千年文脉：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两
个专题，共话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共同
延续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重庆市人
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
推动打造国家级高端智库与省（市）级地方政
府互促共进的新样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
经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的新范例等，为中国
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论坛现场，长江文明书
馆同步落成启用。长江文明书馆汇聚了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涉及的省（区、市）有
关长江的珍贵古籍文献，全面展示了长江文
脉，将为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夯实文献
基础。

近年来，重庆大力传承弘扬长江文明，推
进全国一流的三峡文物博物馆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已成为长江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窗口；
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中的长江文化考古和
研究，巫山大溪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

发现”，老鼓楼衙署遗址、钓鱼城范家堰遗址
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加速推进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推进长江历史
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着力打造
一批文旅地标和非遗基地，举办世界大河歌
会等一批文化活动，形成了一批长江沿线重
要文化品牌。

重庆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以论坛
为契机，与长江沿线各兄弟省（区、市）加强
文化交流互动，系统保护长江文物和文化
遗产，研究阐释长江文化丰富内涵，推进长
江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推动长江文化育民、惠民、利民，使长江文
化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成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精神
力量。

放映国防主题电影1万余场次
安徽省“徽映国防”展映活动

全面启动

本报讯（陈婉婉）9月11日晚，“徽映国防”
安徽省国防主题电影进校园进万村展映活动
在合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全面启动。

据悉，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办公室按照中
央宣传部部署，9月份在全省集中开展2023年

“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作为“全民国防教育
月”活动内容之一，“徽映国防”展映活动以“光
影铸魂强军梦 徽映国防新征程”为主题，分为
国防主题电影进万村、进校园展映两部分，整
个活动将持续至今年底。

活动期间，将精选《铁道英雄》《长津湖》等
以爱国强军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影片和优秀国
产红色电影，依托安徽省星空校园院线和新安
农村院线，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
学、安徽大学等30多所省内高校放映国防主
题电影500场次；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中，放
映国防主题电影1万场次，并在映前播放国防
教育宣传短片。活动通过展映国防主题电影的
方式，进一步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全省广
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意识和
国防观念。

网上可办率达98%
内蒙古60万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一网通办”

本报讯（蒙文）9月12日，从内蒙古自治区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传来消
息，截至目前，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苏
木乡镇（街道）、嘎查村（社区）五级60万政务
服务事项均已实现“进一网，能通办”，全区政
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98%，支持全程网办
率突破85%。

自治区政务服务局聚焦企业群众需求，围
绕办事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清理规范自治区
本级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事项81项，压减了多
个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需要付费请第三方出
具的证明材料。特别是“两优”专项行动以来，
自治区级权力事项取消72项、下放679项，压
减办事时限49.4％、环节20.8％、材料26.5％。

此外，内蒙古政务服务网接入特色应用
1114项，设置特色专题服务2707个；推出更
多跨部门事项“集成办”，全区设立“一件事一
次办”窗口1200余个，115项“一件事”基本实
现打包办、一次办；“蒙速办”移动端实名注册
用户超1740万，接入教育、医疗、人社等应用
6300余项，推出“小事智办”“政策厨房”“生活
缴费”等21个利企便民服务专区。同时，全面
夯实“一网通办”数据底座，全区电子证照数据
已汇聚640类共6980万条，累计共享调用量
超11亿次；汇聚政务服务数据12.3亿条，今年
1月至今，数据调用量达100.29亿次。

完善基层服务管理功能
江西省持续提升乡镇（街道）

赋权承接能力

本报讯（杨碧玉 曹奇玉）近日，从江西省
政务服务办传来消息：为全面提升乡镇（街道）
赋权承接能力，今年起至2025年，全省每年建
设50个基层审批服务执法示范点，推进乡镇
（街道）赋权承接更加精准，服务群众更加便
利，执法更加规范。

2019年以来，按照中央要求，江西省部署
和开展向乡镇（街道）放权赋能，推动“放管服”
改革下沉。2021年11月，经动态调整，全省赋
予乡镇（街道）108项县级审批服务执法权限，
赋予经济发达镇152项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由乡镇（街道）及经济发达镇结合实际自主
认领实施。赋权实施以来，江西省各地推出一
系列“能感知、有温度、见实效”的改革举措，方
便了群众办事，加快了执法响应，促进了乡镇
发展，提升了基层管理服务水平。

省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赋权事
项紧扣城乡基层治理，聚焦乡村振兴、新型城
镇化等重点工作和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社会
保障、卫生健康等重点领域，赋权73项贴近
群众生产生活、利于基层管理的行政处罚事
项，有效缓解以往县直部门“能管管不到”、乡
镇“想管管不了”的问题。当前，江西省正深入
开展基层审批服务执法示范点创建工作，通
过典型示范引领带动，进一步强化赋权承接
保障，完善基层服务管理功能，努力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简阳市平武镇尤安村村景

凉山州越西县梅花镇凉山州越西县梅花镇““迎盛会迎盛会，，庆佳节庆佳节，，巾帼话振兴巾帼话振兴，，家风促文明家风促文明””活动活动

宜宾市珙县美丽乡村宜宾市珙县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