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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小切口”写好“大文章”
——山东宁阳县持续纵深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 柳岩韩宁

在宁阳县葛石镇夏庄村村民王爱国父亲的葬礼
上，没有了以往的祭祀纸扎、鼓吹乐手，取而代之的是
村里红白理事会为老人操办的追思会，村民们在追思
会上以献花、鞠躬等方式寄托哀思，整个过程简洁而
庄重。一场丧葬前后用时三天，除去招待亲朋的必要
费用，只花了不到60元。村民王大爷感慨地说：“不请
鼓乐、不扎纸，一切从简，既节约了资金，又体现了对
逝者的尊重与缅怀。”

过去，在宁阳县不少村办一场丧事动辄需要六七
天，不仅时间长，还得讲排场。一些利益相关方甚至趁
机暗中推动把丧事跟孝心挂钩，他们赚了黑心钱，群
众吃了哑巴亏。

为彻底根除大操大办陋习，今年3月，当地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全面推行由
村两委主导的红白理事会，覆盖全县581个村居，由
党组织书记任理事会会长，大力倡导丧事简办、长丧
短办，将丧期由过去的5天—7天缩短为不超过3天。
同时，减少办丧用品，推行由村集体购置灵棚、桌椅、
袖章、音箱等办丧用具，向群众免费提供。

本报讯（李薇薇 甄玉洁 张体会 安保标）3
月18日，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杨屯镇百姓大舞
台举办的“推进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新风”文化
惠民专场文艺演出现场，孟店居委会的王大嫂
在观看小品《要彩礼》后深有感触地说：“这高
价彩礼真是害人不浅啊，等俺闺女出嫁时，说
啥也不要彩礼！”

近年来，杨屯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所，将持续推进移风易俗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该镇通过倡导喜事

新办、厚养薄葬、文明节俭等理念，引导广大居
民群众革除陈规陋习，树立新风正气，为乡村
振兴注入精神动力。

为落实移风易俗工作，杨屯镇健全完善了
21个村居的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
治组织及运行制度，并开办了道德讲堂。同时，
构建了“镇+村+网格”三级管理体系，常态化开
展“我们的节日”系列惠民演出、进村入户宣传
等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如接地
气、冒热气的文艺演出和宣传活动，让移风易俗

的新理念深入人心，外化于行。
此外，杨屯镇还深入挖掘典型模范事迹，

广泛开展“争做杨屯好人，打造好人杨屯”“文
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等推荐评比活动，
移风易俗成为评选先进典型的标准之一，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学有榜样、行有楷模、超有目标。
目前，该镇已涌现出“中国好人”2人、全国“敬
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1人、“江苏最美人物”1
人、“沛县好人”12人，以及300余家镇级文明
家庭。

宁夏固原市
公交车“变身”婚车
引领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王沛）3月18日一大早，宁夏回族
自治区固原市西湖雅居小区迎来了一辆特别
的婚车，引来了小区居民和附近商户的围观。
路过的居民不禁疑惑：“这是公交车吗？”司机
侯继兵笑着回答：“就是的，你看时髦着吗？”

“时髦得很。”众人纷纷表示。
大家口中“时髦得很”的公交车是新郎付

旭鹏迎亲的婚车。当天是付旭鹏和朱叶青大喜
的日子。为了办一场难忘的婚礼，两人筹备婚
礼时，看到网上许多城市用公交车当婚车，于
是也萌生了这一念头。和家人商量后，双方父
母都很支持。

婚礼前期，公交公司根据新人的提议对
公交车外表进行了装饰，付旭鹏和朱叶青亲
手布置了婚车，在车窗、扶手杆、座椅等位置
装饰上大红“囍”字和拉花。婚礼当天，付旭鹏
和朱叶青与亲朋好友一起坐上这辆别致的婚
车，一路唱歌、拍照，气氛热烈。朱叶青说：“和
亲朋好友一起坐在这辆特别的婚车上，十分
开心，这辆婚车太别致了。”作为新娘的朋友，
这场婚礼也给“95后”姑娘席娟带来了独特的
体验，在她眼里，公交婚车很新颖、很浪漫，更
有仪式感。

当贴着结婚照的公交车行驶在路上，一
下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不少市民点
赞。“婚车不一定要选择轿车，公交车变婚车
更低碳环保，还经济实惠，值得提倡。”市民薛
敏说。环卫工人雷久平也竖起了大拇指：“婚
车经过的这条路附近有两所学校，往常遇到
结婚车队就会堵车，现在只有一辆婚车大大
减轻了交通压力。”

今年，固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推出定制
婚车和个性化接亲服务，将崭新的公交车改造
为浪漫婚车，车身装饰、内部布置均可根据新
人喜好进行个性化定制。“为了更好地服务大
众，我们结合公交车的优势和市场需求，推出
了定制婚车服务，倡导文明新风尚。”市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贾雪琴表示。

甘肃徽县
“话新风”小喇叭“声”入万家

◎ 徽文

近年来，甘肃省徽县建立起覆盖县、乡、
村（社区）三级的“话新风”小喇叭移风易俗宣
讲队，引导广大群众从思想上、行动上践行文
明新风。

建章立制，倡导文明新风。徽县把深入
推进移风易俗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来抓，
以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为契
机，聚焦问题排查集中整治，抓好高额彩
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铺张浪
费、封建迷信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
出问题。该县建立全县农村移风易俗等重
点领域问题排查台账，制定了《徽县关于推
进移风易俗的行动方案》《徽县开展农村移
风易俗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和《徽
县关于进一步深化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
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成立了“话新风”小喇
叭移风易俗宣讲队，将国家政策、好人好
事、文明新风等内容，用乡音土语讲出来，
让群众在参与中知悉，在潜移默化中受益。

广泛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徽县加大对
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
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的治理力
度，全县213个村（社区）重新修改完善“一
约四会”，专门更新了移风易俗等内容，对
红白喜事采取约束性措施。举办“文化为媒
话新风·移风易俗润心田”主题征文暨演讲
比赛，将征文获奖作品编印成书籍，作为宣
传教材。同时，将演讲比赛获奖人员纳入

“话新风”小喇叭移风易俗宣讲人才库，并
制定宣讲方案，明确宣讲形式。目前，“话新
风”小喇叭移风易俗宣讲队已覆盖全县221
个村（社区），宣讲队成员达到800人。

群众参与，共建文明家园。徽县采取“支
部牵头、党员带头、代表参与、村民审议”的
方式，把移风易俗与村“两委”工作相结合，
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红黑榜，各村（社区）每
月开展一次评议活动，同步设立道德积分超
市，对积极参与村内理论宣讲、环境整治、志
愿服务等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并在遵
纪守法、移风易俗、孝老爱亲等方面走在前
的村民，进行积分奖励。

广西德保县敬德镇
随礼不超百元 吹起“人情春风”

本报讯（陈锋）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
色市德保县敬德镇扶平村的辣椒地里，村民陆
大伯正在忙着管护辣椒。而往年春节前后，他
都是忙着参加各种酒席，如今他专心管护自己
的产业，再也不用为名目繁多的礼金烦恼了。

陆大伯所在的扶平村，以往春节前后是办
酒的高峰期，红白事、满月宴、搬新房等，名目
繁多，在外务工的村民回家过个年，往往被掏
空半个腰包。“今年县里发布了不超过20元的
小额压岁钱倡议，村里推行后，过年的负担大
大减轻了。”扶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陆通高兴地说。

据了解，近年来，敬德镇把移风易俗作为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
手，聚焦人情攀比、厚葬薄养、大操大办、铺张
浪费等现象，通过宣传引导、群众自治等方式，
帮助群众消除思想顾虑、遏制互相攀比的不良
风气，减轻群众的生活负担。据统计，该镇党员
干部共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500余份，截至
目前，已有30多名党员干部在婚丧嫁娶活动
中作出表率，全镇农村红白理事会操办酒席的
平均费用每场节省0.7万元，累计减轻群众负
担80多万元。

在稳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中，山西吕梁市
汾阳市围绕“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
的目标精准发力、多管齐下，通过一系列强有
力的措施，有效遏制了农村陈规陋习，文明乡
风日益浓厚，健康文明的新风尚逐步形成。

建章立制 强化保障力

“村委购置了灶具、餐具、桌椅等全套设
备，大伙办丧事免费使用，手端一碗面，经济实
惠，实实在在地减轻了咱庄稼人的经济负担。”
郭家庄村民老任在谈及村里的新变化时，满是
感激与欣慰。

汾阳市把完善和执行“一约四会”作为培
育文明乡风、推动基层有效治理的抓手，出台
了《汾阳市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参考
范本》，明晰婚丧嫁娶标准，为村（居）民行为立
规，每年由市委书记带队，召集各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宣传委员及重点单位负责人，在
年中、年末组织开展两次大型移风易俗现场观
摩推进会，广泛推广经验做法。编制《汾阳市移
风易俗工作指导手册》，涵盖政策指引、工作流
程、参考样本等内容，为基层工作者提供从理
念引领、到落地实践的全方位指导，移风易俗
工作规范有序。各镇（街道）因地制宜，创新驱
动，发扬首创精神，探索出太和桥街道“1234”、
石庄镇“1233”、峪道河镇“12345”等特色工作
法，明确责任、细化任务、强化监督，移风易俗

机制健全提升。组建移风易俗义务监督员队
伍，规范监督员职责，实施“事前引、事中管、事
后评”全过程闭环管理，市纪委监委将移风易
俗推进情况纳入日常监督、巡视巡察的重要内
容，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规行为，提
供警示教育案例，移风易俗监督全程见效。

凝心聚力 提升行动力

在民政局结婚证办证大厅，经常可以看到
举行集中颁证仪式，这正是汾阳市推进移风易
俗工作的生动缩影。

在移风易俗工作中，汾阳市采取了多种创
新举措，凝聚起强大的工作合力。集合移风易
俗义务监督员、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网格员、
党员干部四支队伍，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常
态化宣传移风易俗政策，让文明理念深入人
心。太和桥街道辖区社区积分超市全覆盖，以

“小积分”汇聚“大动能”，激发群众参与移风易
俗的积极性，使其逐渐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积分激励成效显著。贾家庄镇古浮图村由村委
购置治丧工具、杏花村镇墓碑“立改卧”、冀村
镇南浦村丧事三天简办、阳城镇史家堡村“十
元礼金”等典型做法，在当地媒体平台广泛宣
传，示范引领树立榜样。

该市还在媒体平台开设移风易俗专题专
栏，录制移风易俗系列微短剧，移风易俗文化
墙、文化街、打卡墙等新元素争相出现，文明新

风吹进日常生活，多元宣传氛围浓厚。

活动引领 增强感召力

“《随礼的烦恼》《天价彩礼我不嫁》演得太
好了，完全说到我们心坎里了！”太和桥北廓社
区的居民们十分感慨。

汾阳市深入挖掘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将移
风易俗元素融入文艺创作，创排了音乐快板
《移风易俗新风尚》、汾孝秧歌说唱《移风易俗
人称快》、三句半《移风易俗树新风》等节目。制
作网上云祭祀H5动画，发起“相约新春 文明相
伴”倡议，举办“移风易俗 文明过节”宣传，开展
移风易俗问卷调查、移风易俗文艺巡演等活
动。推出“移风易俗纪念封”，文明祭祀、文明婚
俗、孝亲敬老等理念与“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紧密结合，读书分享会、道德讲堂、志愿服务集
市、文化展演等实践活动异彩纷呈，不断传播
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观念，移风易俗与文明实
践活动实现深度融合。

各文明实践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伍也积极
行动，石庄镇移风易俗秧歌队巡演宣讲政策，杏
花村镇移风易俗舞蹈队为简办红白事家庭送去
祝福，让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焕发新活力。

文明新风拂煦，装点青山绿水，浸润群众
心田。汾阳市将以更坚定的决心，持续加大工
作力度，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巩固和提升移风
易俗工作成果。

山西汾阳市:多管齐下遏制农村陈规陋习
◎ 薛克张蓉蓉

近年来，山东省

宁阳县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持续纵深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紧

扣“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

办”目标任务，聚焦红娘团、追思

会、小剧场等文明新风“小切

口”，破解移风易俗工作中的难

点堵点，不断推进新时代乡风文

明建设落细落小、走深走实。

“工作忙、没时间、圈子窄，想找到合眼
缘的她（他）”“我家孩子也快到结婚年龄了，
过来看看咱的活动”……近日，在宁阳县文
庙街道河滨社区“邵梅说媒”工作室举办的

“遇见春天·缘定此刻”交友联谊活动上，来
自全县的200余名适龄单身青年及家长现
场登记信息，为自己及子女寻找另一半。

活动现场，男女嘉宾在主持人的带领
下开展了一系列互动游戏，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里相互认识、交流。家长们则忙着
为子女填写登记表，和前来参加活动的青
年们攀谈了解。现场还设置了相亲角，单
身群体开诚布公地把相亲意愿和个人信
息张贴于相亲墙上，如果看见相亲墙上有
匹配的信息，可以找“红娘”进一步咨询。

“河滨社区是青年人才的聚居地，我们
在社区工作中，发现一些青年存在相亲难的
问题，很多家长也为孩子的婚恋问题发愁，
还有一些外地人更是人生地不熟，针对这一
需求，我们成立了‘邵梅说媒’工作室，免费
为适龄男女牵线搭桥。”河滨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邵梅介绍说，通过登记信息匹
配、定期开展交友活动，目前已有860余人
报名，成功牵手近20对。

在牵线的同时，“邵梅说媒”工作室成
员还会化身移风易俗宣传员，号召适龄青
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让婚姻回

归爱的本质，抵制高价彩礼，不奢侈浪费、
不大操大办，营造文明婚恋新风尚。

无独有偶，在宁阳县文庙街道锦绣城
社区，由社区热心居民组成的“锦绣良缘”
志愿服务队通过居民的婚前报备，了解新
人操办婚事情况，宣传喜事新办、抵制高
价彩礼和恶俗婚闹等事项，根据新人家庭
的点单，为其提供平价车队、婚礼现场维
持秩序、车辆引导、清理婚礼现场卫生等
多项服务，同时志愿服务队员全程跟踪管
理，及时劝导不文明行为。

近年来，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树立新
时代婚恋观，宁阳县指导各村、社区探索组
建了由老党员、老医生、老乡贤、老律师及
老模范等“五老”人员组成的“红娘帮帮团”
志愿服务队，发挥他们“地熟、人熟、情况
熟”等多方优势，在推进移风易俗、遏制高
额彩礼等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
精神推动力和道德支撑力。

宁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副
主任柳岩介绍说：“推动移风易俗非一朝
一夕，需要久久为功。我们从治理‘高额彩
礼’入手，充分发挥‘红娘’桥梁纽带作用，
引导群众树立健康向上的婚恋观、家庭
观，以家庭‘小幸福’促进社会‘大和谐’，
进一步减轻人情负担，弘扬文明新风，践
行移风易俗。”

江苏沛县杨屯镇:减了“人情债”浓了“人情味”

安徽怀宁县石牌镇
多方联动倡树文明新风

◎ 叶梓建

为扎实推进移风易俗、整治高价彩礼，安
徽省怀宁县石牌镇以村、社区为切入点，通过

“规范引导+文化浸润”两条主线，推进移风易
俗专项行动，并以“送戏下村”“村口唱大戏”等
文化惠民形式，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村规民约”为幸福加分。石牌镇各村、社
区通过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等载体，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将彩礼标准、婚丧简办纳入村民
公约中，积极引导村民从“比面子”转向“比先
进”，从“比金额”转向“比文明”。

“送戏下乡”唱出黄梅新韵。傍晚的石牌镇
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前，近百名村民聚精会神地
观看着新编的小戏。石牌镇文化站、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组织演员把高价彩礼的危害、移风易
俗的好处编成顺口溜、小品、地方小戏，朗朗上
口，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更新观念。

多方参与长效治理。石牌镇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宣传先进的策略。一方面针对部分村、
社区的“职业媒人”建立登记备案制度，要求在
说媒过程中严禁哄抬彩礼价格，签署承诺书。
另一方面，镇党委、政府及村“两委”为“零彩
礼”“低彩礼”家庭颁发“文明家庭”奖状，镇卫
计办开展适婚男女身体检查、“两癌”筛查、婚
育知识普及，镇司法所开展婚姻相关法律宣
传、法律援助，镇妇联开展妇女幼儿权益知识
普及，镇团委组织青年联谊会，宣传集体婚礼、
倡导旅行结婚等新形式。

“旧习陋俗要抛弃，新风正气要发扬；过去风俗太
繁琐，红白喜事摆排场……”随着夜幕降临，一场“四季
村晚”暨移风易俗文化惠民活动在乡饮乡宁家庄村精
彩上演。台上演员用朗朗上口的音乐快板普及移风易
俗相关政策，小品《新风吹进小村庄》更是让大家在欢
声笑语中感受到移风易俗政策的温暖。

从脍炙人口的地方语言到原创感十足的小快板，一
部部作品以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紧扣移风易俗主题，
寓教于乐，让文明新风在欢声笑语中深入人心。

“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创作的这些作品，内容都
是通过普通老百姓家里发生的事改编，尤其是赡养老
人、婚嫁宴请等主题，都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话
题。”宁家庄村负责人宁保臣介绍说。

让居民听得进、学得到，才能让文化熏陶滋养人，
促进人的思想和观念转变。宁阳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吸纳文艺青年、退休干部等文艺骨
干，创作编排《婆婆也是妈》《反对大操大办》《移风易
俗靠大家》等一批短平快、社会反响热烈的移风易俗
小戏小剧30余部，通过“小剧场”“小戏小剧”等文艺
形式，传递文明新风。

“通过开展小戏小剧巡演，‘面对面’地将移风易
俗的文明理念深深植入群众心中，引导群众破除陈规
陋习、弘扬文明新风，有效推动婚丧事宜规范化、民间
习俗文明化、移风易俗常态化，推进移风易俗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宁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张鹏说。

“追思会”倡树厚养礼葬

“小剧场”实现以文化人
“红娘团”传递婚俗新风

宁阳县文庙街道河滨社区开展宁阳县文庙街道河滨社区开展““邵梅说媒邵梅说媒””公益相亲活动公益相亲活动。（。（宁阳县文庙街道河滨社区供图宁阳县文庙街道河滨社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