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近日，来安县西门社区“小巷议事会”
结合社区治理，共同研究该社区移风易俗事
宜，倡导小区新风尚。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本报通讯员 张世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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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李莹 文 ／图

濉溪县积极回应群众所需所盼，以党
建为引领，抓好党员干部、“大总”等关键
点，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引导，不
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培育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切实减少“面子上的彩
礼”“餐桌上的铺张”“舌尖上的浪费”。

“一组一会” 有序引导

“村里的村规民约规定，办桌宴请不
能超过 15 桌，每桌不能超出 300 元。 和
以前相比标准下来了，花钱少了，负担减
轻了，大家都很欢迎。 ”日前，记者来到濉
溪县刘桥镇王堰村采访时， 该村村民王
明玉说。

2017 年初，王堰村立足实际，顺应民
意，探索乡村治理工作新模式，确立了“一
组一会”治理新路径。 “一组”是在村民小
组或自然村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一会”
是在党组织的引领下，把威信较高的老党
员、老村干、老教师、老工人、老干部等乡
贤能人动员起来，民主推选组建 5 至 7 人
的村民理事会，原则上由党支部或党小组
负责人兼任理事长。

“‘一组一会’建立后，根据我们村的
实际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
了符合本村实际的《婚事新办模式》《丧事
简办模式》《红白理事会章程》等，对宴席
桌数、 人情礼金数、 彩礼数等进行了明
确。 ”王堰村党总支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推
动移风易俗过程中，“一组一会”成员带头
破除陈规陋习， 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自
觉落实事前报批制度，节俭办理婚丧嫁娶
事宜， 不仅营造了健康和谐的文明乡风，
还起到了表率作用。

皖北农村红白喜事都会请 “喇叭
班”，王堰村党组织则把开展移风易俗与
“党员活动日”“党员志愿服务”等活动有
机结合， 免费为按照村规民约简办婚事
的村民提供婚庆服务 。 “从来不收一分
钱，都是免费服务。 ”王堰村村民理事会
成员梁翠华说。

在濉溪县韩村镇大殷村，“一组一会”
通过广播、手机微信、短信等形式宣传移
风易俗， 主动到相关村民家思想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 当地村民徐某某去世，简
化了传统程序，村民理事会组织其亲朋好

友召开简单的追思会， 得到了事主支持，
也为其他群众树立了典范。

“一组一会”在濉溪已经实现全覆盖。
濉溪县文明办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托“一
组一会”， 该县各村从群众最关注的红白
事习俗着手，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完善规
章制度、培育典型示范等措施，移风易俗
成为濉溪大地上的新风景。

以文化人 润物无声

临近岁末，濉溪县百善镇黄新庄村民
老吴因为孙女出嫁，向村红白理事会递交
了在村“十五号礼堂”办喜宴的申请。在这
个村，村民婚丧嫁娶不再大操大办，已成
为一种共识。

早些年，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
黄新庄村也如同别的村一样，出现了婚丧
嫁娶大操大办现象。 多的 30 至 50 桌，少
的也有 20 多桌，宴席 1 桌几十个菜，客人
吃得少剩得多，礼金也是一路攀升。 大操
大办陋习导致铺张浪费， 加重了村民负
担，影响了乡风民风。

在黄新庄村，提起移风易俗，就不得
不提村里的“十五号礼堂”。 走进礼堂，墙
上的 “四菜一汤 ”、移风易俗三字经等文
图夺人眼球， 营造出浓厚的节俭办宴席
的氛围。

“十五号礼堂”是村里的文化礼堂，村
民在这里操办宴席不会超过十五桌。 “十
五”取自正月十五元宵节、八月十五中秋
节，寓意家人团聚，幸福和睦。 “不铺张浪

费、不大操大办，村民们的负担轻了，靠勤
劳致富，幸福一定会尾随而至。 ”黄新庄村
党总支负责人说。

“如今，黄新庄村婚丧嫁娶不再相互
攀比。 ”村红白理事会会员、“十五号礼堂”
管理员张启东介绍。

双堆集镇是淮海战役主战场之一 。
当地积极挖掘本地资源尤其是红色文化
内涵 ，滋润百姓 “心田 ”，让节约光荣 、浪
费可耻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 坚决反对
铺张浪费、反对婚事大操大办、反对封建
迷信，弘扬社会新风。 “以前娶媳妇光彩
礼就得 10 多万元， 现在大家都很自觉，
红白事不超过 15 桌 ， 餐标每桌不超过
400 元 ，生日 、升学 、乔迁等宴席都不办
了！ ”村民方兴华说。

濉溪镇蒙村打造以文艺演出、亲子书
画、健康讲座等为内容的“快乐星期天”志
愿服务项目。 2019 年时该项目入选省十
佳学雷锋志愿服务优秀典型。 “村里有一
批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服务队伍，大家以
移风易俗、乡村振兴等为主题，编辑了一
批家喻户晓的作品，促进全村文明素养和
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该村党总支书
记张文举介绍。

濉溪县文明办负责人说， 该县因地
制宜 ，结合红色文化 、茶馆文化 、运河文
化 、好人文化等 ，在镇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场所 、村民广场等公共区域设立善行
义举榜 、移风易俗长廊 ，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到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
化活动中 ， 让移风易俗在群众悄然生

根，树立文明乡风。

“大总”打擂 新风劲吹

“作为‘大总’，我希望能主动发挥带
头引领作用，成为文明实践的志愿者和移
风易俗的宣传员。 ”濉溪县临涣镇法律服
务所法律工作者、当地有名的“大总”陈文
章说。

在皖北乡村，“大总” 在办理婚丧嫁
娶、喜庆等事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职责
是出面张罗各项事宜， 从事组织协调工
作，俗称“操办事的”。 其一般由一名在当
地影响力强、威信高、口才好、社会阅历丰
富、谋事周密细致，对本地风俗习惯比较
熟悉的中年以上男性担任。一个自然村有
1-2 名相对固定人员。近年来，濉溪县 213
个行政村都把这种关键人物吸纳进红白
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中，在推动移风易
俗行动中发挥着教育引导、监督落实的重
要作用。

为了引导群众红白事简办，养成勤俭
节约、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2020 年，濉
溪县开展了一场长达半年的移风易俗经
验交流暨 “我是大总” 评选活动，375 位
“大总”正式报名参赛。活动走进当地韩村
镇、刘桥镇、铁佛镇等十个乡镇，邀请专业
的文化和民俗专家等担任评委，有效地保
证了比赛的公平公正。

临涣镇赵庙村村民赵敬芝，明确“要
让孩子轻轻松松过日子”， 女儿出嫁不要
一分钱彩礼； 五沟镇曹坊村老党员李维
亮，自己有 4 子 3 女，临终前立下遗嘱，自
己的身后事“不操办”，在当地起到很好的
带头作用；刘桥镇周口、孟口等村，婚车由
村民自家轿车轮流免费提供，不用豪华车
队迎亲……活动开展过程中，一些先进典
型、新风做法得到了广泛传播。 “评选互动
是一次移风易俗经验的交流会、一堂工作
业务知识的培训课，更是一次乡风文明行
为的有效传播。 ”濉溪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从濉溪县文明办获悉， 除开展
“我是大总”评选活动外，该县还持续推进
“十提倡十严禁”， 开展农村婚丧大操大
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
习俗专项治理。

题图： 濉溪县濉溪镇蒙村用群众易于
接受、乐于参与的方式宣传移风易俗。

文明新风拂小城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这块牌子不仅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希望我们把移风易俗工作做
好。 ”12 月 18 日，涡阳县红白理事会为县城一家饭店送上一块“文明餐
饮示范店”的铜牌，饭店经理王静说。 为了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涡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县红白理事会在对
饭店进行移风易俗宣传教育、监督引导的同时，今年还对全县餐饮企业
进行文明餐饮示范店评比表彰，对先进单位上门授牌，鼓励文明餐饮。

“节约用餐，不剩饭，不剩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人们走进
“文明餐饮示范店”，就会发现每个餐桌和墙壁上，都张贴有文明用语。
王静说，自从有了县红白理事会的宣传和指导，饭店和客人的节约意识
都提高了，餐桌上铺张浪费现象减少了。 今年以来，该店多次倡导并举
办了“不设账桌、不摆宴席”的集体婚礼，受到群众的好评。

涡阳县红白理事会自成立以来，在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中，通过改变盲目攀比、炫富摆阔的思想理念，简化红白喜事的具体操
办流程，树立科学文明、勤俭节约的新风尚。 不放烟花爆竹、不请唢呐
鼓乐队、不收或少收彩礼、不办谢师宴逐渐在市民中成为主流。

“红白理事联合会会员，都是经过村（居）推荐，镇、街道审批、县有
关部门同意的，不仅德高望重，还要甘愿为大家志愿服务。 ”会长陈辉
峰说，目前全县各镇、村（居）都成立了红白理事联合会分会，所有成员
都严格执行联合会的章程制度，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去年腊月，涡阳县马店集镇小康村的韩琰如、廉兰英夫妇两个儿子
都要结婚成家，并同时举办婚礼。 两套房子加上彩礼、婚礼，算下来是
一个天文数字。 县红白理事会负责人陈辉锋知道情况后，先后与两位
女方家长协商婚礼事宜。经过耐心劝说，最终达成共识：女方不要彩礼、
男方不办喜宴。 婚礼当天，直接从宾馆发嫁，完成婚礼流程，没有烟花
爆竹，也没有唢呐演奏，整场婚礼透出欢乐温馨的浪漫气息。

“上个月，我和爱人参加了红白理事会主办的集体婚礼，10 对新人
通过献花、互换信物、夫妻对拜礼等礼仪喜结良缘。婚礼没有花一分钱，
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让年轻人获得了‘红利’。 ”该县城关街道青年
王一鹏说。

“两禁两简”除陋习
■ 本报记者 罗鑫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陈欢

“主动摒弃不文明祭祀行为，大力倡导鲜花祭祀、网上祭祀、家庭追
思等文明祭祀新风……”冬至节气，在广德市东亭乡沙坝村，乡里的森
林防火宣传车正在播放着《文明祭祀倡议书》。

冬至是上坟祭祖的集中期，为引导广大村民用文明、节俭、环保、安
全的方式祭奠先人，东亭乡印发了《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的倡议书—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倡导全乡群众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红白喜
事简化简办为内容的“两禁两简”行动。

“以前祭祀都是烧纸钱，放爆竹，现在从安全和环保角度考虑，我们
都是送鲜花，文明祭祖，同样能表达我们对亲人的怀念。”东亭乡村民王
卫军说。

“冬至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在冬至元旦期间，我们加强宣传力
度，增派了防火执勤岗，增加巡逻频次以及加大劝导力度，进一步做好
文明祭祀的同时，确保冬至元旦期间的森林防火安全。 ”东亭乡党委委
员杨勇说。

坚定“移”心除陋习，善用“巧”力倡新风。 今年以来，东亭乡持续推
进“两禁两简”，制定《东亭乡深入推进两禁两简常态化工作方案》，强化
属地管理，落实包保责任，完善信息摸排、宣传引导、重点管控、应急处
置、奖惩并举、督查通报工作机制。不断取得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婚丧
嫁娶大操大办、 请乐队、 高额随礼和不入公墓现象等陋习得到有效遏
制，全乡群众“文明指数”显著增高，“幸福指数”逐步攀升。

该乡东亭社区居民刘凯娶媳妇的过程， 也让不少村民竖起大拇指
称赞。当天上午 11 时，当几辆迎亲车队来到村里时，没有以往的鞭炮齐
鸣，炮声隆隆，取而代之的则是仪式简单、氛围温馨的现代婚礼。 “以前
每次迎亲放炮，留下不少垃圾，现在没污染，不扰民，又能降低成本，大
家越来越接受了！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

移风易俗，彰显社会进步；乡风文明，淳美和谐家园。从过去的讲排
场、比气派，到现在的话文明、亮家风，文明观念在东亭乡蔚然成风。 如
今，行走在徽韵十足的东亭集镇，宽敞整洁的马路、风格统一的街道、清
新自然的村庄，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一条村规代代传
■ 本报通讯员 徐良 本报记者 安耀武

“在俺们村，村民家办丧事只象征性收点分子钱，不摆酒席，也不唱
戏吹响器，庄重又节俭。这个习俗已经坚持 50 多年了。”近日，说到移风
易俗的成效，界首市光武镇尹尧村村民于洪昌告诉记者。

尹尧村是光武镇黄寨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 全村 169 户人家，500
多人口，整个村里只有两大姓：于姓和尹姓，上个世纪 60 年代，村里遇
有喜事和丧事，两大家族间都主张大操大办，相互攀比。

“当时队委会就在一起商量，不如立个规矩，丧事简办，份子钱全村
每家兑一毛钱，不摆酒席。这项村规民约就这样传了下来。渐渐地，这条
村规又扩展到婚庆嫁娶、乔迁新居等。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份子
钱从当初的一角逐渐涨到了 5 元。”当了 20 年村民组长和 10 年行政村
文书的于洪昌说。

“涨到 10 块钱是 2012 年的事，当时办丧事给来客的香皂和毛巾每
份得 4 元多，于是大家一合计，随礼的钱就从 5 元涨到了 10 元，主家不
用摆酒席。 之后多年就再没变过。 ”于洪昌说。

“喝口水就算吃了主家的饭菜，只帮忙不添乱。”对于村里的这项老
规矩，村民尹振雨打心眼里表示支持。 他家中，至今还保存着多年来家
里的随礼账簿，总共 4 张纸，上面记录了给数十户村民随礼的份子钱，
无一例外都是 10 元钱。 “之前，我一直在天津大港包工程，在那生活了
9 年，随礼的压力很大。 在老家只要随 10 元，主客双方都轻松。 ”

在村民们看来，这项村规民约不仅让大家有了“实惠”，还悄悄地提
升了乡风文明。 现在村里成立的红白理事会、乡贤理事会也在尹尧村不
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经过不断的推广，村里已形成了丧事简办、喜事
新办、厚养薄葬、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尚。2016 年以来，按照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要求，光武镇开展了树新风、改陋习、美家园、促脱贫，移风易俗
活动。全镇 9 个村、5 个社区完善了村规民约，各村推行‘四会一约’管理
机制，倡导文明新风，遏制大操大办、高价聘金、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今年疫情防控时期，村民家里有喜事 12 件，丧事 3 起，俺村的
‘红白理事会’7 名会员不辞辛苦， 做了大量工作， 减少了人员聚集
2000 人次，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大贡献。 ”黄寨村党总支书
记黄李伟告诉记者。

抓好“关键少数” 培育文明乡风

移风易俗重在“春风化雨”

■ 洪放

任何一个风俗习惯的形成都是一定地域

内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具有很深的社会
根源、历史根源与地理根源。 这也决定了要改
变一些不良风俗，绝非易事。近年来，随着乡风
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天价彩礼、封建迷
信等不良风俗行为有所减少，但要彻底改变这
些现象，仍需从群众的思想工作做起，建立长
效机制，让文明乡风的理念深入人心。

所谓“善教，民爱之”。 不良风俗习惯的改
变需要一个引导、接受、消化的长期过程。这就
要求治理者在引导时既要把握风俗习惯变化

发展的内在规律，充分认识地方风俗文化形成
的特殊性，在观念转变上循循善诱，在行动上

抓住关键少数，树立典型示范。
具体来说，当前，不少地方都出台了关于

移风易俗的红头文件， 其中不乏禁令性规定。
但在执行中，绝不能就文件落实文件，采取一
刀切的做法激化矛盾。 一方面要坚持从宣传教
育入手，把握“情”与“法”的度，“公”与“私”的
界，坚持“礼法合治，德主刑辅”。 另一方面，还
要抓住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村干 、党
员、乡贤等这一关键少数，引导其带头宣传陈
规陋习的危害，做好示范的作用，形成点亮一
盏灯，影响一大片的移风易俗氛围。

建立移风易俗长效机制， 我们要做好打
持久战的准备。 狂风暴雨不如春风化雨，走进
群众、理解群众、依靠群众是解决问题的必由
之路。

荨 多 年

来 ，歙县三
阳镇三阳村

由当地晚辈

凑 集 公 益 善

款 ， 举办的古
祠孝老宴成了当

地大力弘扬家风

家训一种新时尚 ，让
好民风、好家风、好乡风

蔚然成风，图为该村正在举
办孝老宴。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 日前，铜陵市义安区组织
学生前往抗美援朝老战士邹

定南家中，老人拿出相册分享
自己的故事， 回忆艰苦岁月，
教育学生们爱国爱家、 争做
社会新风的引领者。

本报通讯员 高凌君

本报记者 刘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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