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移风易俗 2024年8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 李尚维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简约不减爱 新风拂面来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推动婚俗改革的创新实践

◎ 刘婷婷

谱写移风易俗“四部曲”奏响乡风文明“新乐章”
——山西乡宁县管头镇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 薛克

近年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坚持目标导
向、效果导向，优化平台服务，强化数字赋能，
深化协同联动，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婚俗改革领
域突出问题治理，简约适度、现代文明的婚俗
新风扑面而来。江西省“数字乡村链”入选工
信部2022年区块链典型应用案例，而南康区
推出的聚焦推进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的

“南康美e分”乡村治理积分制数字化管理平
台是“数字乡村链”案例的重要部分；一家三
代“零彩礼”的南康肖春家庭荣获全国移风易
俗类“最美家庭”称号……南康区推动婚俗改
革的成效可见一斑。

◇ 优化平台服务，从单指用力
到聚指成拳

婚俗改革，用简单粗暴的“一纸禁令”往往
适得其反，搭台让群众“唱主角”才是正道，为
此，南康区从登记、颁证、调解、体验等环节入
手，搭建起系列婚嫁服务平台，形成倡导婚俗
新风的聚合效应。

增建户外颁证平台。打造家居小镇、布谷
寨体育公园等多个户外颁证基地，利用“5·
20”、七夕、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举办集体颁
证、集体婚礼、相亲交友活动。推出“特邀嘉
宾”证婚服务，邀请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人大
代表等担任颁证嘉宾，增强仪式感，让婚嫁回
归礼仪。

合建婚姻调解平台。在婚姻登记处成立婚
姻家庭辅导工作室，整合政法、妇联等部门资
源，聘用2名专业心理咨询师，开展婚姻家庭辅
导服务。通过强化婚前、婚后的危机干预，累计
化解婚姻纠纷近千起。

联建婚俗文化体验平台。在家居小镇九井
十八厅建设客家婚俗文化展示厅，引导群众通
过沉浸式体验客家传统婚俗，了解婚嫁礼仪的
文化内涵，自觉摒弃攀比、浪费的婚嫁陋习。开
馆至今，参与体验的群众近百万人次。

◇ 强化数字赋能，让“小积分”
成为“大能量”

为提升乡村建设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南
康区在全市率先自主研发了“南康美e分”乡村
治理积分制数字化管理平台，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推广运用、拓展衍生、创新创特，不断发挥
积分牵引效能。

推广运用汇合力。将红白喜事、邻里关系、
孝老爱幼等移风易俗内容量化为107个正反向
激励和惩罚积分项目，让“小积分”深度嵌入到
移风易俗工作的方方面面。该平台自推广运用
以来，已覆盖南康全区262个村并建立积分兑
换超市，注册认证约70.79万人，累计奖励积分
4195万分。

拓展衍生集动力。出台积分制推广运用的
11个积分衍生应用配套激励措施，在个人信
贷、入党入伍、村组后备干部遴选、婚俗改革典
型选树等方面深度嵌入积分制，让移风易俗由

“村里事”变成“家家事”。
创新创特增活力。创新上线“乡贤榜”，开

展“乡贤+移风易俗建设”“乡贤+美丽乡村建
设”等6项特色项目。目前，已推动963名乡贤
回乡定居和创业，收集移风易俗“金点子”216
条，不断激发乡贤推动移风易俗的活力。

◇ 深化协同联动，由“要我参
与”变“我要参与”

遏制陋习、推动移风易俗需要倡导性和约
束性措施并举，为此，南康区在机制联动、氛围
营造、典型选树等方面持续发力，提升群众参
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机制联动同心发力。出台婚俗改革领域
“1+N”系列政策文件，将婚俗改革列为全区深
化改革重点项目。精选人员在各村（居）全覆盖
组建红白理事会，将婚事操办标准纳入村规民
约，成为群众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婚嫁费用
平均减少3.3万元。

氛围营造同频共振。组建由婚嫁新风先进
典型、文明实践员为成员的婚俗改革宣讲队
伍，广泛开展“为爱减负”、移风易俗基层宣讲。
比如，引导以村为单位开好一个会议，通过“板
凳会”“田间地头会”等方式开展讨论，广泛宣
传倡导“婚事新办”。

典型选树同向同行。出台“婚事新办”
家庭礼遇机制，在旅游、交通、创业等方面
为先进典型给予优待便利。开设《客家有囍

情满南康》宣传专栏，创新打造“惠民时光”
好人宣讲会，发挥“婚事新办”“移风易俗示
范户”等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群
众见贤思齐，争做简约文明婚嫁新风的传播
者和践行者。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移
风易俗是关键。近年来，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
管头镇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把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坚持治管齐下、疏堵结合，宣教并
重、标本兼治，助推乡风文明治理取得实效，助
力乡村振兴谱新篇。

村规民约“制度曲”，激发乡村治理“新效
能”。管头镇组织全镇13个行政村加强“一约四
会”建设，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征集民意、
听取意见，讨论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将移风易
俗新内容、新要求写进去，形成符合本村村情，
接地气、合民愿、聚民心的“土规定”“好规矩”，
成为调解群众矛盾纠纷“缓和剂”、规范村民行
为举止的“紧箍咒”、培育文明乡风的“助推
器”。同时，将村规民约编成顺口溜，村“两委”
干部、网格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走向地
里田间，深入农家院落，通过简单易懂、朗朗上
口的语言和轻松明快的节奏，把尊老爱老、丧
事简办、崇尚节俭、婚事新办等规矩和理念说
出来，把身边的好人、好家风道出来，让群众想
听、爱听，让村规民约“规”出乡风文明新气象，

“约”出乡风文明新风尚。
示范引领“先行曲”，彰显文明新风“鲜活

力”。“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管头镇从
管好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入手，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组织全镇500余名党员干部签订《移风易俗
承诺书》，带头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积
极化解纠纷顾虑、做好群众工作，做移风易俗的
引领者、践行者、监督者。培育东团、下善、圪咀
头3个重点示范村，以先进带后进，以点带面、全
域实施。常态化开展星级文明户、“我们村的文
明星”、道德模范、文明家庭、美丽庭院等典型评
选评比，并举办道德模范先进事迹报告会，让身
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影响身边人，引导群众
向先进学习、向榜样看齐，形成“学有榜样、行有
楷模、赶有目标”的浓厚氛围。

宣教扩面“实践曲”，奏响以文化人“主旋
律”。管头镇积极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阵
地作用，充分发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三下乡”等文化品牌的带动作用，将文明新
风融入乡村文化活动中，组织开展“倡导移风易
俗 弘扬时代新风”宣讲宣传活动、戏曲展演、惠
民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文明新

风厚植群众心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
园、“百善墙”，并将电子屏、微信群、“村村通”大
喇叭、宣传栏和道路墙壁作为文化宣传主阵地，
发挥宣传教化作用，创作推出一批群众喜闻乐
见的音乐快板、三句半、短视频、诗歌等精品力
作，让乡音传乡风，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村民文明
素养，让移风易俗更接地气，营造“新风正气传
得开、陈规陋习必须改”的浓厚氛围。

共建共享“同心曲”，焕发乡风文明“新气
象”。管头镇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指导各
村设立“红黑榜”，将积分激励机制纳入村民日
常管理，把高价彩礼、厚葬薄养、大操大办、打
牌赌博、封建迷信五个重点纳入扣分项，实行

“定期评比积分、双向加减核分、季度兑现奖
惩”运行模式，奖红榜惩黑榜。发挥“爱心超市”
平台作用，建立完善超市积分兑换配套制度，
通过存积分、亮积分、兑积分，激励群众以“德”
换“得”，自觉讲文明、除陋习，将农村移风易俗
由“村里事”变成“家家事”，由“要我参与”变成

“我要参与”，让文明有“分值”更有价值。
如今，播撒在管头镇土地上的文明种子，

已经萌芽生根、开花结果。

本报讯（夏雪莲）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州市融安县委文明办联合大坡乡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以大坡飞鸡美食文化节活动为契机，
开展了移风易俗有奖问答活动。

移风易俗宣传活动现场，有奖问答吸引了

众多群众驻足围观，不到两个小时，200个移风
易俗有奖问答题就被抢答一空，其间，志愿者
还向广大游客和当地群众发放了移风易俗宣
传单近400份。

据悉，今年以来，融安县持续开展以高价

彩礼、大办酒席、厚葬薄养等为主要内容的移风
易俗宣传活动68场次，全县酒席总数比去年同期
减少 276 场，酒席规模和礼金比去年降低约
25%，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为培育“讲文明 树新
风”社会新风尚营造了浓厚氛围。图为活动现场。

近日，走进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城关街
道伍竹园社区，干净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
民居、内容丰富的文化墙……一幅美丽新农
村画卷尽收眼底。

“以前，五花八门的酒席实在太多，普通人
家一年光行人情就要近2万元，群众苦不堪言。
现在，社区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事一
律不办，人情债少了，人情味更浓了。”提起移
风易俗，伍竹园社区居民张玉凤赞叹不已。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
移风易俗是关键。近年来，伍竹园社区因地制
宜，修建打造了乡风文明一条街、家风家训长
廊和移风易俗主题广场，积极宣传优秀传统
文化、农耕文化、家规家训、身边好人和道德
模范等事迹，以整治婚丧陋习为抓手，深入推
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形成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同时，开展“十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

“好媳妇好公婆”等评选表彰活动；组织志愿者
为五保老人洗衣做饭、打扫房间；为70岁以上
老人免费体检，并发放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通过社区大喇叭、微信公众号等，运用广场舞、
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移
风易俗乡风文明”宣传及文化展演活动。

“我们用评比表彰树立榜样，激发崇德向
善正能量，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关爱行
动充实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居民文明素
养和社区文明程度。”伍竹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贺小芳表示，社区通过建章立制、创新治理、
实践养成等多种方式，引导居民自觉抵制天
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不断焕发乡村
文明新气象。

骄阳似火，走进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的
乡村，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和谐、文明、向上的
新景象，曾经的陈规陋习逐渐消散，取而代之
的是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

“喜事新办要提倡，丧事简办新风尚，厚
养薄葬孝先行，勤俭节约不能忘……”在梅白
镇洪谟村，一支移风易俗宣传小分队正在忙
碌着，节奏明快、朗朗上口的快板表演，吸引
了众多村民驻足观看。

这支成立于2022年12月的宣传小分队，
由12位“六老一新”人员组成。他们是村里德
高望重、甘于奉献、组织协调能力强的老干部、
老战士、老教师、老专家、老劳模、老族长和新
乡贤。平日里，他们利用赶场天、法定节假日
等，通过文艺表演、入户宣传等形式，将移风易
俗的新观念春风化雨般播撒进村民的心中。

今年以来，宣传小分队参加了3场演出，
受众1000余人，入户宣传16次。经过他们的
不懈努力，过去的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
浪费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文明风尚愈加浓
厚，如今的梅白镇洪谟村处处洋溢着文明新
风。正如梅白镇党委委员、常务副镇长翟远丽
所说：“现在村民们在婚丧嫁娶中的支出负担
明显减轻，乡村处处焕发着文明的新气象。”

而在梅硐镇，争当“好婆婆好媳妇”“美丽梅
硐人”“五好家庭”已蔚然成风。这里正大力树立
正面典型，通过“每月一看”“泽鸿讲坛”等活动，
让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感召身边人，营造

着美丽梅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在梅硐镇泽鸿村，每月一次的“泽鸿讲

坛”准时开讲。好人好事榜样、爱心公益人士、
尊老爱亲模范等纷纷登上讲坛，分享自己的
事迹：有的人勤俭持家，有的人孝老爱亲，有
的人勇担重任，有的人醉心公益，有的人默默
奉献……台下的村民们认真聆听，深受触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风气的带
动下，梅硐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23年，镇
域酒席宴请次数和桌数大幅减少，比2019年
减少了约80%，毕业季升学宴、谢师宴、参军
宴“零举办”。与此同时，热心公益的风尚日益
浓厚，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将精力从攀比酒席
转移到投身修桥补路、捐资助学、帮助困难群
体、化解矛盾纠纷、支持项目建设等公益事业
上，每年自发捐款捐赠达数十万元，不断发挥
着榜样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了人
人踊跃参与、传递爱心公益的强大合力，让公
益慈善为幸福梅硐绘就温暖底色。

梅白镇与梅硐镇的变化，只是长宁县推
进移风易俗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长宁县
聚焦人情攀比、铺张浪费、薄养厚葬、高价彩
礼“四大难题”，扎实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治理
工作，使得婚丧事宜逐渐规范化、民间习俗越
发文明化、移风易俗步入常态化。下一步，长
宁县将持续发力，找准问题关键，有针对性地
解决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人情往来负担沉重
及封建迷信等突出问题，让文明之花在这片
土地上绽放得更加绚烂。

本报讯（刘中仪）“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要争当弘扬文明新风的带头人，严格执行廉
洁自律各项规定，带头抵制不良风气……”连
日来，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城大街小巷、乡
间道路及人员聚集的地方，都有流动宣传车
播放着岳阳市纪委监委《关于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
宴”的纪律提醒》和华容县《拒绝“升学宴”等
违规人情宴请倡议书》。

这是华容县利用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
开展移风易俗专项宣传的一个缩影。据悉，为
持续推进治陋树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华容县除了媒体宣传，还采取宣传车巡回宣

传、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和启动城市大屏、的
士顶灯、电梯电子屏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宣
传拒绝“升学宴”等违规人情宴请的相关规定
和要求，不断提高群众对移风易俗工作的知
晓率、支持率，让文明新风吹遍容城大地，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

同时，华容县还加大了对违规宴请和违
规现象的督导查办力度，今年以来，华容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治陋办已协同相关部
门单位开展联合督查3次，查处劝阻“升学宴”
等违规人情宴请40余起、违规广告12处，下
发交办函23个，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
办观念深入人心。

本报讯（陈志洋 王天任）为深化移风易俗
工作，倡导文明婚育新风尚，近日，河北省安
国市药都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阵
地，开展了主题为“婚育新风进万家，移风易
俗倡文明”系列宣讲活动。

活动中，宣讲员们充分利用辖区宣传栏、
电子屏幕等媒介，通过设立宣传点、开办专题
讲座，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创作文艺作品，做好
移风易俗艺术化宣讲，倡导文明节俭办婚事，
以新式婚俗树立社会新风尚，倡导婚育新风。

同时，活动还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动员

党员、群众和志愿者行动起来，集中力量开展
移风易俗活动，深入宣传报道了一批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孝老爱亲等方面的
先进典型，引导群众见贤思齐，传承和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营造浓厚的移风易俗工作
氛围。

下一步，安国市将持续发力开展移风易
俗系列活动，用形式多样且“接地气”的宣传
方式，加大移风易俗宣传力度，引导居民做移
风易俗的倡导者、实践者，把移风易俗的观念
传输到每个家庭。

本报讯（郑启敏）近日，贵州省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召开2024年移风易俗工作
专题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州有关文
件精神，通报近期走访摸排移风易俗工作
情况。

会议指出，移风易俗工作是培育文明乡
风的重要抓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项非
常重要的工作，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要以切实减轻群众负担为落脚点，强化村规
民约约束力，扎实开展滥办酒席、高价彩礼、
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整
治不良社会风气，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余事不办”的理念，树立文明新风，推动全州
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省、州移风易
俗相关文件精神，要充分认识到移风易俗工
作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中的重要性，凝聚思想共识，坚持不
懈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要加强宣传引导，充分
利用村村通大喇叭、移动小喇叭、宣传海报、
微信、抖音等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移
风易俗。要将移风易俗内容以快板、说唱、小
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三下乡”“我
们的节日”等文化惠民活动，使群众在潜移默
化中加深对传统美德、文明新风的理解，从中
获得精神滋养和精神力量。要建立健全长效
机制，指导基层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健全红白理事会机制，推动移风易俗规范化，
强化村规民约约束力。要加强部门联动，形成
强大合力，切实加强部门与部门、乡镇（街道）
与乡镇（街道）、村（社区）与村（社区）之间的
联动，形成“一盘棋”的工作格局，纵深推进移
风易俗工作。要坚持疏堵结合，注重工作中的
方式方法，以人性化教育为主，坚决杜绝简单
粗暴的工作作风，避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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