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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乡村文明沃土 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甘肃深化移风易俗推动乡村文明焕发新气象

◎ 张富贵

用诚信与大爱做好一碗面
——记“中国好人”龚洪明

◎ 本报记者朱乔明

行李箱砸中孕妇
体现规则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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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移风易俗是
关键。

甘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把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作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升乡
村文明程度。农村环境风貌焕然一新，农民精神面貌持
续向好，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陇原大地蔚然
成风。

/ 春风化雨 /
文明新风润泽千家万户

风气之渐，往往积习日久。推进移风易俗，面上改的
是不良的行为习惯，根上改的是价值观念。

如何把文明新风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让群众从
心底接受并践行新风尚？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甘肃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方式载
体，把推动移风易俗与宣传宣讲、文化文艺、志愿服务等
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宣传教育的
覆盖面和影响力，让文明新风吹拂千家万户。

深化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理论宣讲是基础。
甘肃省委宣传部发起“文明婚俗与良好家风”线上话

题讨论、“低彩礼”“零彩礼”幸福生活典型事例网络分享
和“家风、家语、家训、家书”征集活动，引导群众自觉做新
风正气的积极倡导者、主动传播者和自觉践行者。

各地创新理论宣讲载体和形式，依托各类线上传播
平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农（牧）民夜校”
等阵地，广泛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传活动，教育引导
群众破除盲目攀比、炫富摆阔、以彩礼论身价、以彩礼保
婚姻等观念，划清传统习俗与陈规陋习界限。

以文化人，在文艺熏陶中滋养人心。
在岷县，当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相

结合，把讲文明、树新风的典型创作成“花儿”传唱，在潜
移默化中淳化乡风民风。

“有钱不能太膨胀，移风易俗不能忘，婚丧嫁娶讲节
俭，不丢脸……”在金塔县“赶文明大集 送文化下乡”活动
现场，村民自编自演的移风易俗三句半演出，赢得在场观

众连连称赞。
乡音传新风，让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甘肃持续深

化“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强基工程——文艺
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结合文化大篷车“送戏下
乡”、“文艺轻骑兵”巡演等活动，把深化移风易俗宣传融
入当地民俗特色，融合特殊节日，创作编排了一批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在一点一滴中引导村民转变传统思
想观念。

截至目前，甘肃各地已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宣讲、
抵制高额彩礼宣传劝导、移风易俗普法教育等活动近80
万场（次），组织集体婚礼539场（次），建成文明礼仪大厅
或同类型的文明婚俗场所558个。

一个个接地气的宣传宣讲，一场场生动的文艺演出，
将婚事新办、厚养薄葬、孝老爱亲等新风尚潜移默化融入
群众心里，让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深扎根。

/ 创新治理 /
移风易俗形成长效机制

人情风、吃喝风、攀比风……曾经是群众的难言之
隐、心头之痛。

树新风、革陋习、讲文明。甘肃持续创新治理方式，把
握好“既尊重当地习俗，又有力革除陋习”之间的平衡，不
断健全完善移风易俗的制度规范，形成长效机制。

健全完善村规民约，让移风易俗有章可循。
简办婚丧嫁娶，规范操办酒席，是移风易俗引领文明

乡风的重要一环。
聚焦治理高额彩礼，定西市创新开展“准丈母娘座谈

会”，通过讲政策、话情理、举事例，让“准丈母娘”逐步解
开了“放不下面子”“害怕身边人作比较”等心结，一个个

“准丈母娘”成为抵制高额彩礼的践行者和宣传者。
彩礼不超过5万元，白事礼金不超过100元……定西

市还出台行动方案，指导各村细化村规民约实施标准，让
“小规章”成为约束群众的有力抓手。

张掖市推行移风易俗“红黑榜”制度，通过“群众说、
乡贤论、榜上亮”等方式监督婚丧礼俗倡导性标准执行，
增强了村规民约的约束力。

细化倡导性标准，严格约束性措施，各地结合移风易
俗专项治理，以村规民约制修为抓手，在人情往来和陈规

陋习之间划出界限，推动移风易俗制度规范落地实施。
建立激励机制，为培育文明新风注入新动能。
用“文明”换“积分”，以“积分”折“奖金”，用“股份”兑

“奖金”……武威市古浪县推行“文明股”激励机制，以“小
积分”推动乡风文明“大提升”。2024年，全县共评选出“文
明股”分红对象1925人（户），发放分红资金98.8万元。

各地大力推广文明实践积分超市、乡风文明榜、村级
道德基金等做法，将立规矩和正向激励结合起来，对文明
行为给予相应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有效激发群众的积极
性，带动农民群众从“袖手看”到“动手干”，将“村里事”变
成“家家事”，为培育文明新风注入新动能。

群众组织动起来，带动村民自觉践行。
建设文明乡风，要尊重农民意愿，充分发挥农民群众

主体作用。
陇南市成县在全县各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事前告

知红白事操办规定，事中对操办规模进行监督，事后与大
家一起算“节支账”。

庆阳市镇原县临泾镇梁韩村建成红白理事大厅，为
周边村民举办红白事提供场地，统一宴席标准，简化办事
程序，既保障食品安全、为群众减负，又杜绝了盲目攀比、
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

各地加强对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
村民自治组织的建设指导，积极开展邻里互助、道德评议
等活动，推动婚丧礼俗倡导性标准的执行，“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其他不办”的文明行为已经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
行动自觉。

/ 榜样引领 /
形成崇德向善好风气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带头人”作用，倡导党员干部在婚丧喜庆等事宜中起带
头作用。

甘肃省委宣传部与省委农办、省民政厅等单位建立
常态化联系联动机制，推动各地将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
俗纳入文明村镇测评验收和乡村振兴考核体系，作为评
价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和全省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重要内容。 （下转2版）

他在创业之初就立志为民做实事，6年来坚持以3元低
价为老年群体提供重庆小面、豆花饭等餐食，惠及周边超30
万人次；他成功后不忘初心，用一场场公益培训带领学员传
承“做面如做人”的精神，带动超过3万人诚信经营。他叫龚
洪明，是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街道桥北社区食堂创办人，他
用诚信和大爱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了温暖和关爱。1月15
日，龚洪明荣登 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

做招商、做营销、做策划、做餐饮……龚洪明笑称自
己是个行动派，只要心里定了想法，就会努力付诸行动，
而且不管做什么，他都把“诚实经营、守信服务”作为立身
立业之本。2015年，龚洪明拜重庆面点泰斗董渝生为师，
凭借着一股韧性在灶火与沸汤中不断探索，从做好一碗
面起步创业，短短一年时间，他的面馆便声名远扬，生意

日益红火。
2018年7月，从新闻中了解到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

后，龚洪明决心为身边的老年群体“做点事情”。从那时
起，无论原材料的价格如何波动，他始终以每碗3元的低
价，为老年群体提供重庆小面、豆花饭等餐食，一坚持便
是6年多。2021年12月，龚洪明将面馆迁址到桥北社区，
正式挂牌营业社区食堂。在继续为辖区60岁以上老年
人、失独人群、残疾人等群体提供低价餐食的同时，龚洪
明还为超6000名社区群众累计免去逾30万元的会员费
用，他的善举有效缓解了老年群体、困难群体“吃饭难”
问题。为了让社区居民更有归属感，在华新街街道办的
支持下，龚洪明还组织志愿者为行动不便的孤寡、独居、
高龄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并主动联合周边商家引入
农产品、康养、维修、超市等便民服务，极大地方便了社
区居民的生活。“桥北社区食堂不仅菜品丰富、干净卫
生，而且价格亲民、收费低廉。”附近居民对社区食堂的优
质服务纷纷点赞。 （下转2版）

2024年全国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5.8万个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王优玲）住房城乡建
设部近日公布数据，2024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5.8万个，超额完成5.4万个的年度目标任务。根据
各地统计上报数据，北京、河南、广西等11个地区超额
完成计划。

据了解，今年我国将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改造项
目，全面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
务，持续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和老旧
街区更新改造等民生工程、发展工程。

2025年六五环境日主题
为“美丽中国我先行”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记者 高敬）2025年六五
环境日的主题为“美丽中国我先行”，旨在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示全国各地推进美丽中国
先行区建设的实践成果并倡议社会公众积极行动，投身
美丽中国建设。

在生态环境部2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
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菲介绍了这一情况。

每年6月5日是环境日。裴晓菲介绍，今年六五环境
日国家主场活动将在重庆市举办，生态环境部将开展多
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全面展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突出成就，培育弘扬生态文化，动员全社会做生态文明
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2月19日，一则“孕妇被行李箱砸中致早产”的消息冲上
热搜。事情源于近日，张女士在社交媒体反映，1月22日自己
在动车上被突然掉落的行李箱砸中腹部，导致7个月的孩子
早产离世。2月 19日下午，广州客运段回应称：经核实，旅客
叶先生将所携带的黑色行李箱放置在贴有“连接部位 勿放行
李”警示字样的行李架隔断处，列车启动时，行李箱掉落砸伤
张女士。

编辑点评：近年来，媒体多次报道行李箱滑落伤人事件。个
别旅客我行我素，乱放行李，比如，把行李箱随手放于过道，影
响乘客通行；堆在车厢连接处或车门口，堵塞紧急通道；还有人
把行李箱放于禁止放置之处，制造安全隐患。旅客叶先生在贴
有“连接部位 勿放行李”警示字样的行李架隔断处放行李箱，致
使孕妇被砸，这不是无心之失，而是对规则的漠视，违反铁路部
门的相关规定。

这类事件也体现出，部分车次的工作人员对旅客乱放行李，
未尽到充分的安全提醒、隐患排查责任。

对每个旅客来说，安全是乘坐列车出行的首要注意事项，
既要注重自身安全，也要注重他人安全，有序乘车、合规放置
行李，对警示标识多一分敬畏。对列车方来说，安全更是交通
运输服务的首要注意事项，应对旅客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对工
作人员加强责任教育，车辆启动前、行驶中增加巡检频次，充
分检查行李放置情况，及时排查处理事故风险点，多关怀特殊
群体，完善应急预案并配备应急处置人员，维护好旅客在旅途
中的安全。

“一动不动，万紫千红”“谈钱伤
感情，不谈钱没感情”……一些大家
耳熟能详的顺口溜，道出了我国部分
农村地区高额彩礼现象背后的尴尬
处境。2月23日发布的2025年中央
一号文件，针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出
破题之道，重点强调“综合治理”。

文件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礼
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
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
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

农村高额彩礼不是新问题。这
几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部署破解
之策。比如，2022 年的文件提出，

“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
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2023年的文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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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的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利用乡村
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
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
人情负担”。

造成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仇童伟告诉记者，传统观念、性别比
例失衡、经济因素等都同农村高额
彩礼密切相关。

解决复杂问题，不能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需要的恰恰是中央一号
文件所提到的“综合治理”。

“为婚姻‘减负’，给幸福‘加
分’，需要多方发力、综合施策。”仇
童伟说，文件提到“发挥妇联、共青
团等组织作用”，就是要让相关方面
各展所长，凝聚合力，形成治理农村
高额彩礼的良好生态和坚实链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地方在
积极探索。例如，江西省金溪县率先
设定彩礼上限6万元，宁夏通过“零彩
礼证书”奖励国有景区门票优惠。

今年2月初，江西省永丰县君
埠乡杜溪村银龙下小组的村民陈云
松与妻子郭园林喜结连理。这对新
人是教师伉俪，他们用“零彩礼”的
方式开启新生活。

郭园林告诉记者，以前有的村
民认为彩礼要得高才显得有面子，
随着大家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村
民意识到，好日子要靠夫妻双方经
营，而不是彩礼堆砌。他们作为老师
希望用实际行动倡导健康、文明的
婚恋观念。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到，
“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此前，多地法院公
布了多起以彩礼为名大肆索取财物的典型案例。受访专家表
示，这也是“综合治理”的重要一环，旨在从法律层面保障农民
合法权益，进而净化婚恋环境，这项部署十分必要。

在“综合治理”过程中，“约束”必不可少，“关爱”也同样重
要。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2月24日在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高额彩礼问题，要结合实际拿出约
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也要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
恋服务和关心关爱。

“群众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转变需要有个过程，农村移风易
俗要避免用急风骤雨、‘一刀切’的办法硬干蛮干，而是要常抓
不懈、绵绵用力，德润人心、化风成俗。”祝卫东说，关键是把群
众工作做实做到位，把道理讲清楚，既要坚决对不良风气说不，
又要帮着农民想出路、找办法。 （新华社古一平熊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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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团工委联合辖区小学开展“传承雷锋
精神，点亮时代之光”志愿服务活动，学生们通过擦拭公交站牌、地铁出入口扶手、
共享单车等，以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 赵明摄

学雷锋，从小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