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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省天长市把移风易俗作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打出了一套宣传引导、规
范约束、服务惠民、榜样选树“组合拳”，文明新
风吹遍乡村大地，昔日沉重的“人情债”化作了
如今温暖的“人情味”。

奉献就是最大的“面子”

“咱女儿高考考出好成绩，终于圆了大学
梦，不过家里不会像过去那样大张旗鼓地庆
祝，按村里现在的做法一样也挺有面子。”今
年高考成绩揭晓后，万寿镇百子村村民翁延
锋喜上眉梢。他所说的“做法”，是村上每年都
要组织召开的考取大学的优秀学生座谈及表
彰会。

百子村在尊重传统风俗和群众心理的基
础上，疏堵结合引导移风易俗。每年暑假以茶
话会的形式，组织当年考上大学的优秀学生开
展集中座谈，交流学习体会，由村党总支书记
送上奖学金和人生寄语；每年重阳节都要组织
全村90岁以上老人和当年过80岁生日的老人
欢聚一堂，以参观和美乡村和镇工业园区建设
成果、听老年健康讲座、看扬剧、送福寿糕点等
形式，为老人集体庆生祝寿。

“村民们各家虽然没有单独为老人请客置
办寿宴，但都觉得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百子
村党总支书记周玉军说。

近年来，百子村相继成立村居环境卫生理
事会、移风易俗理事会、“五老”宣讲团等7支公
益组织，吸纳志愿者560余人，号召村民在移风

易俗、政策宣讲、文艺汇演、村庄建设等方面发
光发热，争当乡村公益新人，并连续8年举办公
益文化艺术节，隆重评选表彰“最美新乡贤”。

近三年，百子村乔迁宴、升学宴、庆寿宴等
各类酒席减少约八成，村民人情支出减少七成
以上。“如今人情债少了，村里人情味反而浓
了。”百子村村民刘红民高兴地说。

文明就是最大的“财富”

“大操大办劳民伤财，还增加人情债，现在
这样做，不仅开心，还有奖励，何乐而不为呢？”
9月12日，是千秋街道戴坝村杨秀兰老人的90
岁大寿，她拒绝儿孙准备为她办寿宴的好意，
响应街道和村里的要求，没有大操大办，而是
请儿孙们陪她一起到红草湖湿地公园景区游
玩庆祝生日。9月14日，该村移风易俗工作队
来到杨秀兰家，按照村规民约规定为老人送上
600元奖励，并在她家的“移风易俗文明存折”
上加上10分。

据悉，天长市在铜城镇龙岗社区、仁和集
镇南尖村、万寿镇百子村、千秋街道戴坝村等
15个村（社区）试点施行“移风易俗文明存折”
积分管理，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孝老爱亲、厚养
薄葬、热心公益等文明行为，均有详细分类和
对应积分标准，分数累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
在村里的移风易俗文明超市兑换米面油、毛巾
牙膏香皂等生活用品，备受村民群众欢迎。

“纸巾、纸杯10积分兑换，毛巾、枕头套15
积分兑换……”金集镇井亭村移风易俗文明超
市，货架上的生活用品琳琅满目，每天都有村
民拿着“移风易俗文明存折”来兑换日用品。齐
玉琴家通过为和美村居建设捐资投劳、参加义
务卫生保洁志愿服务等，累积了358分，高兴地

兑换了一个电压力锅。
乡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高涨，乡村治

理从“村里事”“社区事”变成了“大家事”“人人
事”，天长市涌现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3个、全
国文明村8个、省市级文明村镇及社区48个。

节俭就是最大的“排场”

着传统婚服，展中华唐风汉韵，集体体验
共结发、订婚书、永执手等婚俗……今年5月
20日，一场独具国潮韵味的集体颁证仪式在天
长市民政局千秋结婚登记中心举行，12对新人
沉浸式体验了“中式婚礼”的古典与浪漫。

“这样的结婚仪式简约而不简单，我们终
生难忘。”爱好传统服饰的新娘汪雨菲感慨良
多，“婚姻中，重要的不是婚礼的排场，而是几
十年的相濡以沫、风雨同舟。”

铜城镇充分利用镇里的健身文化中心，为
周边群众办理红白喜事提供“共享礼堂”，场
地、桌椅、餐具、舞台等免费提供，可重复利用。
近5年，该礼堂操办红白喜事210余场，为群众
节约操办场地经费160余万元，有效地减轻了
乡村群众的经济负担。

仁和集镇南尖回民村在和美宜居村庄建
设中，规划建起一处占地1100平方米的公益
生态墓地，设460个墓位，预计可满足全村20
至40年的安葬需求。通过挨家挨户做宣传教育
工作，引导村民将原本散落在田野各处的126
座老坟集体迁入这座“人生福寿园”，腾出的一
万余平方米的土地建成公共绿地或复耕成粮
田等，美化了家园，也方便了村民。

“原来房前屋后的坟茔杂乱无章，荒草丛
生，如今都统一迁入公墓，村庄环境提升了不
少。”村民吴彬述说着村里的新变化。

文明新风吹拂乡村大地
——安徽天长市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 陈梅张晓娟

近年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聚焦农村高价彩礼、薄养厚葬等突出问题，
制定了《关于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的指
导意见》，各相关部门制定16个子方案，出台

“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打造“单身
青年服务站”“一帘灯影倡新风”等特色品牌，
依托移风易俗网络直播间，不断改善群众精神
风貌。

网络直播弘扬文明新风

“不讲排面不攀比，全家老少都欢喜；丧事
简办不铺张，立身行道孝为先……”8月下旬的
一天，大通县东峡镇仙米村移风易俗网络直播
间如期开播。

仙米村党支部书记陈玉柱介绍，移风易俗
网络直播间于2023年7月上线，是青海省首个
村级移风易俗网络直播间，以讲政策、讲故事、
展才艺等形式引导大家抵制陈规陋习，树立文
明新风。

直播间开播以来，广受村民的青睐。村民
们都说，直播间宣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村
民对移风易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单身青年服务站倡导文明婚俗

大通县桥头镇老营庄村有一个单身青年
服务站，帮助村里不少大龄未婚青年解决了婚
姻问题。

走进服务站，只见一面墙壁上贴着单身人
士的信息和通过服务站介绍成功的已婚人士信
息。老营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兴文说：“因为社交
圈狭窄，我们村有不少青年一直单身，这个服务
站就是免费给他们搭建一个平台，多一个寻找
另一半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目前村里已有四
名男青年结婚，还有两名男青年也订婚了。”

除了搭建交友平台，服务站还引导群众崇
尚婚事简办。老营庄村村民小魏和外村人小张
通过介绍相识、相爱，商量结婚事宜时，赵兴文
得知女方家要的彩礼超标，他随即与双方协
商，确定了合适的彩礼。举行婚礼时，宴席也严
格按照规定，大大减轻了双方负担。

“四碗吃包子”制度全覆盖

在大通县桥头镇小煤洞村，一直有“四碗

吃包子”传统，每桌白事酒席只有两荤两素四
道菜和一盘包子。

30多年前，小煤洞村大部分村民在煤矿
工作，日子好了以后，攀比之风随之而来。小
煤洞村党支部书记郑生林说：“白事上的攀比
之风尤其突出，有的村民甚至借钱办丧事，最
后还都还不上。”为了遏制这种不良风气，小
煤洞村“两委”制定了“四碗吃包子”丧事简办
制度。如今，“四碗吃包子”制度已覆盖大通县
各个角落。

这些变化只是大通县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大通县289个村修订完善
了村规民约，健全规范了“四会”组织，并以“一
约四会”为载体，通过多种方式进一步引导群
众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同时，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大通县举
办了多场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宣讲会等文明实
践活动。

接下来，大通县将持续加强宣传教育
引导，让“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俭办、
孝老爱亲”文明理念根植于心，不断推动移
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为共建文明大通注
入新活力。

青海大通县

移风易俗显成效 文明新风润人心
◎ 赵越

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市把深化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
抓手，通过村民议事、模范引领、信用积分、家
风家训等多种途径，不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

在淄川区龙泉镇台头村的文化长廊，移
风易俗文明宣传员向村民们解读移风易俗相
关政策，并听取大家对移风易俗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村民们都说，村里不管谁家有红白
事，红白理事会工作人员都上门帮忙，大大减
轻自己的负担，现在这村风是越来越好了。

如今，推进美德信用积分制建设，已成为
台头村推进移风易俗、培育乡风文明的重要途
径。遵纪守法、公益美德、移风易俗、乡村建设
等内容纳入积分管理体系，村民可以用积分兑
换相应物品，有效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台头村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建设，制定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展示
家风家训等，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文明指数
和幸福指数。通过推选组织协调能力强、在村
里有影响力的老干部老党员担任理事会成
员，在移风易俗中发挥宣传劝导和教育监督
作用；同时结合美德积分兑换，开展好媳妇好
婆婆等评选活动，让身边的好人成为示范带
头的名人，让学有榜样，学有标准。

移风易俗工作是形成崇尚文明，摒弃陋习，

养成良好风尚的重要保障，更是推动乡村文化
振兴和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博山区源泉镇北固山村，一场以
焦裕禄好家风改编的情景剧《焦裕禄家风故
事》精彩上演。一个个家风好做法在让老百姓
感同身受的同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广作用。

村民们表示，以前总是觉得一些传统的
习俗是不可改变的，但是通过展演，体会到传
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再盲目地攀比，转而
更加注重家庭的和睦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
不仅会减轻村民的经济压力，也会让生活环
境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据了解，为了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改革，博
山区以沉浸式情景小戏小剧作为深化移风易
俗工作的小切口，在全区49个社区成立了新
风帮帮团，实现社区服务全覆盖，并探索出了

“白事一碗菜”信用积分等举措。现在博山区
白事一天办结率达到80%以上，两天办结率
达到98%，群众负担大大减轻。

博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把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
一项重要任务，编排了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
的移风易俗文艺作品，居民从移风易俗的看
客变成了主人翁，人情攀比、大办酒席等陋习
明显减少，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勤俭节约等
文明新风尚更加浓厚。

本报讯（徐浩儒 葛婧煜 沈明杰）日前，江
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举办了第四届“移风易俗
育新风 集体婚礼倡文明”集体婚礼，16对新
人身着精美的传统中式喜服，合着幸福的节
拍，站到了属于他们的幸福舞台。他们依次进
行拜堂、结发礼、合卺礼等传统婚礼仪式，并
宣读了《移风易俗倡议书》，以实际行动推进
婚俗改革，倡导婚事新办文明新风。

“婚礼简约文明，摒弃了大操大办等一些
不良风气，处处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我们两个都不喜欢铺张浪费，来到庐缘
小镇参加这次的集体婚礼活动，感受到了不
一样的浪漫，既光荣又有意义。”参加此次活
动的新人占语琪说。

“能在全国万人集体婚礼这个特殊日子
里举办婚礼，我感到特别荣幸和幸福。希望我
们的婚姻能够像我们的祖国一样，繁荣昌盛，
幸福美满。”新人熊丹琳说。

桂花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富贵的
象征，寄托了新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活
动现场，16对新人还手持铁铲、水桶，共同为
桂花树幼苗培土、浇水。随后，新人们在事先
准备好的祈福牌上写下心愿和祝福，挂在刚
栽种好的爱情树上。

“本届集体婚礼我们增加了新人共植桂
花树的环节，让新人们在庆祝自己喜结良缘
的日子里将绿色低碳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
人。通过温馨、庄重的集体婚礼仪式，让新人
们在感受婚姻的神圣与美好的同时，传承并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倡导健康、文
明、节俭的婚育新风。”德安县妇联相关负责
人说。

近年来，德安县积极举办集体婚礼、文艺
演出等移风易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及家长
树立新型婚俗观，丰富婚姻家庭文化建设内
涵，以文明新风见证幸福。

9月22日，“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2024全国万人集体婚礼山西运城分会场活动在稷山国家板枣公园举办，84对新人在家国同庆的喜庆氛围中发
出爱的宣言、共享幸福时刻。 史云平摄

本报讯（董文娇 张利锋）近日，由中共固
原市委宣传部、固原市文明办主办，固原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各县（区）党委宣传部等单位
联合承办的“抵制高额彩礼·弘扬文明新风”
文艺汇演活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举
行。此次活动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
形式，引导广大市民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正确
婚姻价值观，推动社会文明新风尚的形成。

演出在欢快的歌舞《花开的季节》中拉开
帷幕，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
看。随后，快板、小品、歌曲等11个精彩节目
轮番上演。其中，小品《谈情说礼》以幽默诙谐
的方式，展现了高额彩礼给家庭带来的困扰
和矛盾，引发了观众的深思；快板《让爱回归》

则通过接地气的言语，倡导了文明简约的婚
俗理念，赢得了阵阵掌声。

今年以来，固原市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
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持续开展农村高
额彩礼专项治理建设文明乡风的实施意见》，
深入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
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不断提升乡
村治理水平，持续培育文明新风。此次“抵制
高额彩礼·弘扬文明新风”文艺汇演活动是固
原市通过文化浸润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一个
缩影。今后，固原市还将继续探索更多新颖有
效的宣传方式，为移风易俗工作注入新的动
力和活力，推动社会文明新风建设不断向前
发展。

乡贤说事说出好乡风。近年来，四川省广
元市苍溪县充分发挥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各
乡镇建立乡贤库，组建“乡贤宣讲团”，进村社
院落，到田间地头，深入开展“文明新风进基
层”“移风易俗我先行”系列宣讲活动，大力推
进移风易俗，涵养乡风文明。

聚焦示范引领为移风易俗“提气”

“过去很多村民为了面子，喜欢在红白喜
事上大操大办，不仅给自己增加负担，也给别
人造成了压力。”入秋后，在苍溪县元坝镇将军
村“陈冶先说事大院”里，80多岁的陈冶先发出
感慨，现在村里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村民们转
变了思想，除婚丧嫁娶外，一般都不办酒席。

改变源自“乡贤说事”。近年来，苍溪县充
分发挥乡贤名人引领示范作用推动移风易
俗，积极营造风清气正、文明节俭的社会新风
尚。部分乡镇试点推行“村党支部+乡贤说事”
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建立乡贤说事室、乡贤
说事大院，通过政策理论宣讲、矛盾纠纷调
解、文化文艺传承等活动，充分发挥乡贤德望
好、威信高的熟人治理优势，推动全县形成崇
德向善、奋发进取的良好乡风。

聚焦顶层设计为移风易俗“塑形”

近年来，苍溪县成功探索出“一会六员”村

级自治善治模式，充分发挥生态庭园文化促进
协会重要作用，由村里德才好、民望高、号召力
强的乡贤担任乡风民俗引导员、庭园经济发展
员、矛盾纠纷调解员、清洁卫生监督员、乡村规
划管理员、乡土文化辅导员，建立道德评议会、
红白理事会，对婚丧宴席制定“行动指南”，修
订红白理事会章程和禁止大操大办婚丧嫁娶
事宜规定，将彩礼、随礼和宴席规模、标准等事
项写入村规民约进行“限高”。

苍溪县明确规定婚丧嫁娶邀请参加人员
不得超出近亲属范围，并按规定向所在单位、
村（社）报备，非近亲属间礼品礼金不超过600
元，农村地区请客不超过10桌，每桌花费不
超过600元。

强化阵地建设为移风易俗“强基”

苍溪县五龙镇三会村将“文明实践积分
制”引入村移风易俗管理，让村民主动参与基
层治理，用文明行动赚取积分，以积分记录美
德、以积分兑换服务和商品，有效破除陈规陋
习，形成环境好、风尚好、产业好的良好形态。

今年以来，苍溪县累计开展“婚嫁高额礼
金”“酒桌事宜”“传家风、立家规、树新风”“助
推乡村振兴·共建美丽家园”专项志愿服务活
动1500余场次，有力推动移风易俗，破除陈
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切实增强了全县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宁夏固原市
举办“抵制高额彩礼·弘扬文明新风”文艺演出

江西德安县
16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

山东淄博市
移风易俗让文明乡风浸润人心

◎ 董文

四川苍溪县
文明新风吹遍苍山溪水

◎ 谢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