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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洛南县古城
镇中联村村民张军会办理家
里丧事时带头践行“丧事简
办”，不设灵堂、不请乐队、不
用纸扎……这样的丧事不仅
没有引来非议，反而获得广
大干部群众称赞。

“以前的红白喜事宴席
大操大办，不仅主人累，客人
也累，虽然大家都觉得大操
大办不妥，但碍于面子没有
人点破。现在好了，张军会
家丧事从简，为倡导‘移风易
俗、厚养薄葬’开了好头，作
了表率，我们的工作也好开
展了。”中联村党支部书记吴
向阳说。据了解，张军会家
整个丧葬酒席由原来计划的
30 多桌减少至 10 多桌，未
发放整包烟、整瓶酒，一切按
照村规民约中“丧事简办”相
关要求执行，累计节省各种
开支 6000 多元。这样简单
的丧事是我市开展高价彩
礼、婚丧大操大办等农村移
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市民政局以“三
有一作”为载体，深入推进殡
葬移风易俗。依托移民搬迁
安置点设立集中治丧点，推
动村级红白理事会全覆盖，
在移民搬迁点，各镇村通过
规范设立集中治丧点，规范
完善《村级红白理事会工作
制度》，组建专门机构，配设
工作人员，配备相关设施设
备，发挥在丧事承接、仪式组
织、移风易俗等环节的积极
作用，方便群众文明节俭办丧事，切实解决了搬迁群众办
理丧事没地方、花费大等问题，为保证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提供了有效服务。

市民政局印发《推进移风易俗六条措施》《移风易俗
工作指南》《关于进一步推动婚俗改革的通知》，规范办事
程序、待客及礼金标准等，有效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在婚
俗改革方面，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实验区成效，成立婚姻家
庭辅导专班，建成了一批婚俗文化主题公园，开展好家风
好家教好家训进家庭、进社区、进村庄、进校园、进企业

“五进”活动，促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尚；在殡葬改革方面，综合采取绿化、降碑、拆除、迁移、
改造等多种方式，整治散乱墓地 3万多个，改造传统墓园
130多个，建成金凤山花海公园、紫薇公园等 30多处墓园
改造项目，并成为市民休闲打卡地，既治理了乱象，又优化
了生态，更改善了市民生活环境，构建形成了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美丽城乡新图景。推行移风易俗后，群众办理
丧事的时间由过去 5 至 7 天缩短到现在 2 至 3 天，在人情
份子、招待环节为每户办事群众节约开支 40%以上。

我市还积极发挥党员干部在文明节俭办丧事、火化
和生态安葬、文明低碳祭扫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墓
地治理专项行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中，全市 10 多万名
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带头整治自家墓地，
带头文明节俭办丧事，带头说服亲朋好友落实改革要求，
有力推动了改革深化和化风成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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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深
挖自然生态文化、农耕历史文化价值，按
照“建设美丽乡村、塑造美丽人文、发展
美丽经济”的总体思路，以“小阵地”“小
活动”“小评选”“小举措”全面推进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在全村树立了人心思齐、
人心思干、人心思进的文明新风尚。

6月 10 日，走进朱家湾村的乡风文
明一条街，厚德载物、尊老爱幼、勤俭节
约等标语伴着墙上的彩绘映入记者眼
帘，宣传栏以优良家风、淳朴民风、文明
乡风为主题，展示着优秀典型和先进事
迹，传播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坚持以文兴业、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把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十个
一’建设融入乡村旅游发展全过程，在
人口密集区、群众安置点打造了乡风文
明一条街，用小故事、小图片教育引导
群众。”朱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毛家锋介

绍道。“同时，我们按照‘1+N’的阵地建
设体系，在村委会设立 1 个农家书屋总
站，在旅游景区、民宿酒店设置了 21 个
农家书屋分站，为村民和游客提供延伸
阅读服务。”

近年来，朱家湾村探索了以组建微
队伍、策划微项目、开展微活动、进行微
评议“四微”志愿服务模式，组建志愿服
务队伍，开展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 20 多场次；积极开展人人争当广播
员志愿服务活动，吸引了 20 多名青年
志愿者成为村庄建设宣传员，“小喇叭”
成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有力抓手。

“我和丈夫都在外上班，一直以来
都是婆婆在家帮忙做家务、带孩子，让
我们少操了很多心，谢谢婆婆的辛苦付
出。”朱家湾村村民杨彩茹深情地诉说
着婆婆的好。

“儿媳妇很懂事、很贤惠，这些年没
有和我红过一次脸，就像我的亲女儿一

般，我为我儿媳妇点赞。”朱家湾村民陈
红康也为自己的儿媳妇点赞。

这是发生在朱家湾村“我给婆婆说
声好、我给儿媳点个赞”孝老爱亲活动
现场的一幕。据了解，为了进一步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朱家湾村
每半年组织开展 1 次道德大讲堂活动，
评选表彰“十星级文明户”、组织开展

“我给婆婆说声好、我给儿媳点个赞”孝
老爱亲活动等，通过“小评选”实现了

“大提升”，培育形成了知荣耻、重孝道、
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

“我们还把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
约，依托红白理事会自治组织，制定了
邻里随礼和招待标准，引导群众喜事
新办、丧事简办，抵制恶俗婚闹、天价
彩礼等现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
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文明新风
尚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迈上新台阶。”毛
家锋说。

柞水县朱家湾村

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天彤

3 月份，洛南县四皓街道举办“厚葬薄
养、天价彩礼、随礼泛滥、建房攀比”整治
暨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对刘阳园、张
蓓、樊巧娥等 37 名道德模范进行表彰奖
励。活动中，中心村干部宣讲村民陈雷芳
抵制天价彩礼的典型事迹，阳光庭园社区

“五好文明家庭”代表张会宁宣讲自己孝
老爱亲的事迹，营房村的祝亚娟宣讲村民
闫根彦践行厚养薄葬的典型事迹。

这是洛南县通过群众会、院落会等方
式，广泛宣传治理“四种陋习”的生动实践。
今年以来，洛南县坚持把“厚葬薄养、天价彩
礼、随礼泛滥、建房攀比”4种陋习治理作为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有力抓手，引导群众革
除陈规陋习，推动形成良好乡风。

5 月 23 日，洛南县洛源镇吊棚村二组
村民刘欢家中正在举办婚礼。由村“两
委”干部以及乡贤能人组成的监督队伍一
大早就来到婚礼现场，一边对婚礼的操办
情况进行监督排查，一边化身“服务员”，
为操办婚礼的主家帮忙端盘上菜、收拾桌
椅。刘欢告诉记者：“我们双方一致认为，
简办婚礼不等于减半幸福，所以选择了简
办婚礼，不请乐队歌手、不备豪车礼炮、不
上名贵烟酒、用家常便饭来招待前来祝福
的客人，这种形式避免了我们双方家人过
重的负担。”

洛南县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制定契合
实际的 1 个村规民约、4 种陋习治理标准、
4 种陋习管理办法，划定“人情上限”，规定

“操办红线”，落实“责任底线”，各村社区
召开群众大会表决通过，确保陋习治理有
章可依。采取群众会、院落会等方式，广

泛宣传陋习治理标准，开设“陋习治理”专栏，开展“陋习治理大家
谈”20 多期，发放倡议书、口袋书等 1.8 万多份。各镇村通过大屏
幕、彩页、“村村响”广播等方式，集中宣传移风易俗，“吐槽”大操大
办，形成褒扬新风良俗、反对陈规陋习氛围。

洛南县依托“理论讲堂”“院落会”等阵地，组建“移风易俗宣讲
团”“百姓宣讲队”，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以好家风带动好民风。
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实行事前提醒、事中服务、事后评议。积极
打造舞台，将新思想、新理念、新政策、新风尚、新生活编写成群众
喜闻乐见的节目，开展“治理陈规陋习 推进移风易俗”主题巡
演。以党员干部、村组干部、公职人员“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
数”，争当陋习治理的先行者、推动者、示范者。坚持每半年开展一
次“好媳妇好公婆”“移风易俗示范户”等典型评选表彰活动，共评
选各类先进典型 500多名，引导群众向上向善向好。

推进 4种陋习治理，倡导丧事简办、婚事新办、余事不办，改丧
葬宴席为烩菜，不喝整瓶酒、不发整盒烟，今年以来，洛南县 16 个
镇（街道）247 个村（社区），群众举办婚嫁、丧葬、建房事宜 650 多
起，节约资金 530 多万元。并先后劝导治理不文明行为 550 多起，
化解社会矛盾 3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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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州区刘湾街道仁和社区以“四小四
大”为抓手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陈
塬街道上河村以“六个规范”为抓手推进
移风易俗、三岔河镇闫坪村以“十个一”为
抓手推进“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
漫步于商州的美丽乡村中，入眼皆风景，
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近年来，商州区按照立精神支柱、树
价值标杆、育时代新人要求，以“四个三”
为抓手，深化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
建，有效提升了群众精神风貌和社会文明
程度，为乡村振兴汇聚力量、赋能铸魂。

为了扛稳扛牢“文明之责”，商州区将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和乡村振兴总体布局，建立了“党
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各方协调推
进、全民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制定了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施方案》《推进
移风易俗行动指南》等指导性文件，采取
现场观摩、半年督检、年终考评等推进机

制，确保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有钱办事。
商州区坚持建强用好组织阵地，充

分发挥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
重要作用；建美用活环境阵地，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使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 ；建 全 用 足 文 化 阵 地 ，坚 持“ 建 管 配
用”一体推进。截至目前，288 个村级综
合文化服务站（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建设实现全覆盖，分批次配齐文化
器材，建成农村文明礼堂 43 个、文化书
屋 288 个，打造文化小区、文化长廊、文

化墙等文化景观 500 多处，高标准建设
38 个 图 书 馆 、文 化 馆 基 层 分 馆（服 务
点），实现了群众活动有阵地、精神文明
有依托。

“以前村里人办酒席喜欢比排场、比档
次，谁家办事节俭反而被认为实力不行。
现在村里规范了报备制度、办事程序、宴请
范围、酒席餐标和份子礼金，风气大不一样
了。”6月9日，上河村村民陈炎说。

为了弘扬践行文明之风，商州区不
断深化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开展道

德讲堂，设立红黑榜，推动“一约四会”全
覆盖、真管用、见实效；纠治厚葬薄养，开
展墓地治理专项行动，创新推行“三个
五”工作法，治理墓地 13378 座；开展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好公婆、好媳妇”等
评树表彰，先后挖掘表彰各类典型 1340
人次，承办 2023 年全市第四季度“商洛
好人”发布仪式；深化家风家教建设，开
展“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等主题活
动，高标准建成家风馆、家风园 8 个，以
优良家风带动文明乡风。

商州区

深化移风易俗 弘扬时代新风
本报记者 王天彤

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
乡村大舞台等资源，打造以漫川关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为中心、辐射 16
个村（社区）文明实践站的共建共享

“同心圆”。这是山阳县漫川关镇以
志愿服务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路线图。

按照“专业+草根相互补充、专
职+业余相互辅助”的原则，挖掘漫
川大调艺术团、业余舞蹈队、农村文
化骨干以及乡土人才，建立“1+16”
支宣讲队伍、“1+18”支文艺演出队
伍。积极号召党员干部、社会爱心
人士以及广大群众，注册志愿服务
团 队 27 个 、志 愿 者 370 多 人 ，组 建

“1+10+16+N”支 志 愿 服 务 队 伍 。
同时，为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项目，漫川关镇不断完善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培训机制，组织
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培训，进一步

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漫川关镇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古镇社区以“乐在我家·传承传统
文化”为重点，乔家村以“和在我家·
引领崇德向善”为重点，小河口村以

“美在我家·优化旅游环境”为重点
等，让“六在我家”文明实践活动到村
到点、做深做实。利用讲习堂、院落
会、漫川大讲堂等平台，用“讲+演+
问”嵌入式宣讲方式，传播道德模范
人物先进事迹，厚植新时代文明理
念。充分利用“道德超市”，建立环境
卫生等级评定、社会治理积分管理、

“红黑榜”评议等制度，通过做好事、
存积分、兑物品，让爱护环境、孝老爱
亲等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志愿服务活动营造了互帮互助
的氛围，提振了党员、群众的精气神，
激发各界人士投身乡村振兴。”6 月 7
日，漫川关镇党委书记石国虎说，漫

川关镇通过镇村牵头、乡贤支持、群
众配合，不断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做到了公益惠民，共享民生福祉。

漫川关镇针对留守儿童、独居
老人、外地游客等不同人群，设定旅
游服务、健康义诊、环境整治等 6 类
20 项服务菜单，并予以公告，通过点
单、接单、派单、服务、反馈，增强志
愿服务针对性、实效性。2023 年以
来，深入各村（社区）、移民小区，开
展入户宣讲 36 次、环境整治 42 次、
技术培训 4 期、义务植树 5 次、爱心
服务 864 户、“义务解说”接待游客
7000 多人；开展“五美庭院”“好公
婆”“好媳妇”等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34 场次，评选优秀志愿团队 5 个、文
明实践先进个人 12 人、“道德模范”
45 人，李家坪村获评县级“最美志愿
服务村”，孙延双、夏飞被评为县级
第四届道德模范人物。

山阳县漫川关镇

文明实践同心圆 绘就乡村新画卷
本报记者 巩琳璐

商州区出台《婚丧喜庆事宜新办意见》，
丹凤县印发《农村红白事参照标准指导意
见》，山阳县发布《“革除陈规陋习、弘扬时代
新风”倡议书》，镇安县指导镇村健全《村民
公约》《红白理事会章程》，洛南县设置“善行
义举榜和失范惩戒榜”……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坚持对农村地区
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
陈规陋习专项整治，作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任务，全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持续向上向好，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为了持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市农
业农村局不断完善机制强保障制定工作方
案，逐单位明确职责任务，形成市农业农村局
牵头抓总，各相关单位分工负责、合力推进的
工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会商解决问
题；夯实主体责任，明确村党支部书记“前哨”
职责，做到事前宣传、事中引导、事后监督，形
成工作闭环；充分发动群众，发挥村红白理事

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组织作用，通
过教育、规劝、批评、奖惩等方式，推动文明乡
风蔚然成风，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据了解，目前，全市 90%以上的村（社
区）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充实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孝亲敬老等新内容，引导村民自我
管理、自觉执行。

柞 水 县 瓦 房 口 镇 街 垣 社 区 探 索“ 自
治+德治+积分”模式，用小切口撬动群众
参 与 治 理 ；镇 安 县 高 峰 镇 渔 坪 村 创 新

“135”乡村治理模式，被认定为第二批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为了进一步强化治理提效能，市农业农
村局全面推行网格（片区）化管理，开发“掌上
通”APP，建成市、县、镇、村四级综治视联网系
统和“片长+群众”微信群，全市划分片区（网
格）27507 个，选聘专职片长（网格员）9296
人、兼职18211人，着力构建以片区为单元、以
片长为基础、以群众为主体、以大数据平台为

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积极推广运用积分制清
单制，全市437个村应用积分制、1058个村应
用清单制，累计创建省级乡村治理示范县 1
个、示范镇 5个、示范村 12个；依托农业农村
部“耕耘者振兴计划”，在丹凤县举办乡村治理
专题培训，培训乡村治理能人骨干60名，组织
106名市、县、镇分管同志参加视频培训，为推
进基层治理提供了人才支撑。

市农业农村局坚持以正面宣传引导为
主，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移风易俗的积极性、主
动性，先后开展宣传教育 1万多场次，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5万多份，教育引导群众60.4万人
次。充分利用抖音、快手、小喇叭等，大力宣传
推广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形成了广播有声
音、电视有画面、网络有消息、媒体有报道、村
内有标语的浓厚氛围。商南县过风楼镇柳树
湾村《存储道德 收获幸福》、柞水县小岭镇金
米村《“五字经工作法”根治农村传统陋习》入
选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典型案例。

市农业农村局

培育文明新风 共建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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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现场会召开，与会人员先后来到

商州区刘湾街道仁和社区、陈塬街

道上河村、三岔河镇闫坪村，现场观

摩商州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部门、

镇、村在推进移风易俗、推动婚俗改

革、革除陈规陋习、弘扬时代新风等

方面的工作举措、成效及典型事例，

力求多角度、全方位反映我市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生动实践，展

示我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新

成效、新经验。

近年来，商州区刘湾街道仁和社区不断强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服务功能，围绕建设“仁义、礼信、和谐、包容、
和美”社区主题，积极开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图为近日志愿者在帮村民辫蒜。 （本报记者 杨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