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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某某同志，值您家中大喜之际，

大武镇人民政府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衷心

的祝福，并温馨提示如下：（一）提倡零彩礼和

不要车、不要房、自己家业自己创的新型婚恋

观，要彩礼的不超过 10001元（寓意‘万里挑一

’）；（二）提供彩礼变献礼，为双方老人购买养

老保险或缴纳养老储蓄、健康储蓄；（三）结婚

提倡集体婚礼、公益婚礼，提倡婚礼由村红白

理事会主持举办，宴席控制在 20桌以内，每桌

标准不超过 500 元，结婚随礼礼金，亲属不超

过 200元，其他人不超过 100元……”

这是方山县大武镇农村红（喜）事打招呼

卡的主要内容。看似这张小小的招呼卡，却起

到了暖了民心树了新风的双重作用。该镇杨

家塔村文化宣传员薛建峰说：“小小招呼卡，看

似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需要，其实也是融洽干

群关系的需要，哪家有红白事宴了，以政府的

名义都会发来一张打招呼卡，体现的是政府对

你家的关心与问候，从人情的角度讲也挺有面

子的，从工作的角度讲，我们既遵守了移风易

俗的倡议，还收到了政府送来的祝福，真是喜

上加喜。”

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中，大武镇创新举

措，结合实际，推出红白喜事“打招呼”制度，制

定了红白事打招呼卡和人情新风“大武六条”，

将文明新风悄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不仅整治

了名目繁多的酒席类别，更革除了高价彩礼、

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形

成了崇尚文明的良好社会风气。

大武镇党委书记崔军军说，一张小小的

“打招呼卡”，为群众卸下了“人情”包袱，达到

了减少歪风邪气、减少经济支出、减少精神负

担的目的，如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镇蔚

然成风，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目标

正在逐步实现。

（吴楠）

北川大地劲吹文明新风
——方山县高位推动移风易俗促乡村振兴工作综述

□ 闫小花 李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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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县大武镇：一张招呼卡暖了民心树了新风

本报讯 初秋的夜晚很是凉爽，

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北溟剧场院

内人头攒动，谈笑风生。村民王德

成正在给大家讲于成龙的故事：“于

成 龙（1617—1684），字 北 溟 ，号 于

山，山西永宁州人，就是咱来堡村。

今天我们重点讲于成龙因政绩卓

著，三次被举为‘卓异’的故事，通过

查看史料概括总结为：初举‘卓异’

广西罗城知县，施政有方治理有效；

再举‘卓异’湖广黄州同知，宽严并

举精准治盗；三举‘卓异’福建按察

使，不畏强权平反冤狱……”

来堡村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

龙的故里，是吕梁市首批移风易俗

示范村。今年以来，市直工委新一

批驻村工作队驻村以来，在稳步推

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坚持党建引

领，文化铸魂，深入挖掘于成龙优秀

传统文化，厚植新时代文明实践根

基，结合文化兴村，开展了“塑我形·

靓我家·美我村”文明实践活动，旨

在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思想观念上、

生活方式上、价值追求上统一到乡

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上来，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王德成

开头讲于成龙的故事就是此次文明

实践活动中开展“于公”故事大宣讲

中“大叔讲故事”专栏的典型代表。

为使“塑我形·靓我家·美我村”

文明实践活动取得实效，来堡村还

创新推出八大举措，一是开展“塑我

形·靓我家·美我村”文明实践活动

大动员。二是开展文化知识大学

习。三是开展环境卫生清理大行动。四是开展职业技能大

交流。五是开展移风易俗大讨论。六是开展“于公故事”大

宣讲。七是开展文体活动大展演。八是开展志愿者大服务。

截至目前，“于公”故事大宣讲从 8月 9日首讲以来，共开

展宣讲 6场次，培养吸引本村村民和回村大学生积极参与，

涌现出韩小琴、张改玲、吴玲玲等一批本村“专业”讲解员。

于成龙后代、长治学院大二学生于晶晶在连续聆听了于成龙

的故事后很是感慨，她说：“作为于公的后人，更应该了解于

成龙，学习于成龙，宣传于成龙，讲好于成龙，使于成龙廉洁

精神发扬光大，成为影响和教育后人永不熄灭的灯塔！”

职业技能大交流也是搞得热闹，连续九天的闭环学习

培训还不够，8月 21日晚，大伙又聚集在一起讨论着科技养

殖种植的相关话题。种植大户于吉仁感触道：“50、60、70
后这三代人逐步退出务农行业，农业托管已成为未来的方

向，在几天的培训中我深刻了解到，未来农业的主流是现代

农业，科学种植势在必行，我们必须将传统种植经验和现代

科学种植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适应现代农

业需求。”

时值农历七夕，于成龙廉政文化园和规划建设中的玉

米公园、清水河坝、网红打卡连廊等地依稀可见青年男女前

来探访，在学廉吏精神、游廉吏故里、赏廉洁文化、悟廉洁精

髓中，笔者仿佛看到了于公故里在乡村振兴大道上的阵阵

新风，已然扑面而来…… （杨应平）

8 月 18 日，方山县委宣传部组织了一次全县

移风易俗工作现场观摩推进活动，对全县七个移

风易俗工作示范点进行集中观摩，比对不足，拾遗

补漏，发现典型，努力形成比学赶超、共同提高、纵

深推进的良好氛围。这是方山县高位推进移风易

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有力举措，也折

射出方山县抓移风易俗促乡村振兴的坚定恒心。

高度重视快行动

推进移风易俗是市委、市政府 2021年确定的

12 项重点改革项目之一，是事关民生、福泽万户

的好事。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移风易俗的

意见》后，方山县县委常委会先后三次传达贯彻市

委、市政府关于推进移风易俗的决策部署，专题学

习《关于推进移风易俗的意见》，结合方山实际研

究贯彻落实意见。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

长、多位常委和副县长任副组长的推进移风易俗

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既要“塑形”、更要“铸魂”的遵

循，明确由县委宣传部牵头抓总，统筹实施，各级

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出台了《方山县推进

移风易俗行动方案》，制定《移风易俗村规民约》

《移风易俗居民公约》（范本），从顶层设计上高位

推动移风易俗扎实开展。多次召开移风易俗工作

推进会，交办各镇和县直各成员单位的任务清单，

形成共同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强大合力。村（社

区）“两委”换届后，把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作为做好

“换届”后半篇文章的内容，一体设计、一体部署、

一体推进，以移风易俗之功提升乡村治理之效。

健全制度强约束

在全县统一制定《移风易俗村规民约》《移风

易居民公约》（范本）的基础上，镇、村（社区）两级

结合实际，制定出台具体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

对操办婚事、丧事和殡葬、祭祀等活动作出明确规

范，让老百姓清楚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该怎么干”，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工作格局。

同时，县委宣传部还根据上级安排，对《移风易俗

村规民约》《移风易俗居民公约》（范本）进行了“回

头看”，确保程序符合要求、内容符合标准。明确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为履行移风易俗工作的第一

责任人，结合换届工作建立健全“一约四会”，全部

由支部书记兼任红白理事会理事长，完善章程、建

立台账、严格报备，出台《村（社区）移风易俗“三项

机制”的通知》，严格要求执行报备制度、引导、督

查机制，形成事前、事中、事后一系列监管制度，通

过刚性制度的约束和引导，让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余事不办等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今年，全县评选产生“十佳优秀村规民约”，促进各

村互相学习借鉴。

广泛宣传造氛围

风俗习惯归根结底还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只

要观念不转变，移风易俗工作就难以深入，陈规陋

习就难以根除。县委宣传部把教育引导作为推进

移风易俗的首要任务。一是用好融媒传播载体，

开设《移风易俗树新风》专栏深入宣传阐释市委、

市政府《关于推进移风易俗的意见》《吕梁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和县委、县政府《行动方案》，通过

微动漫、微视频、H5、海报等形式，制作推出形式

多样的新媒体产品，形成褒扬新风良俗、摒弃陈规

陋习的浓厚氛围。二是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利用

农村大喇叭开展常态化、高频度宣传，在国旗广场

制作大型宣传展板，向全社会发出《关于进一步推

进移风易俗的倡议书》12000余份，张贴移风易俗

宣传挂图 550份，发放移风易俗口袋书 480余本，

编写《移风易俗秧歌》，推动移风易俗家喻户晓。

疫情特殊时期，还发出“关于喜事缓办、丧事简办、

余事不办的倡议书”。三是开展移风易俗网上签

名留言活动，全县留言参与人数达 1万余人，实现

公职人员和农村干部全覆盖。四是将推进移风易

俗工作列入农村（社区）换届选举的一项固定议

程，开展政策解读和教育引导，并组织新当选的村

“两委”干部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五是加大对外

宣传力度，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山西日报、吕

梁日报等主流媒体相继报道方山县推进移风易俗

的工作，正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从陈规陋习的藩

篱中挣脱出来，自觉拥抱新时代文明新风。六是

在方山融媒 APP开通“追思小屋”，免费提供网上

祭扫服务，为全县人民倡导文明祭祀、树立文明新

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网络平台。七是编写创作

《移风易俗树新风》“三弦书”，拍摄具有地方浓郁

特色的《移风易俗系列短剧》。八是将 9月确定为

“移风易俗”集中宣传月，推动移风易俗进基层、入

农村。九是北武当镇举办的“推进移风易俗、助力

乡村振兴”文艺展演暨文明户表彰活动中，全镇老

百姓和镇机关的党员干部，把发生在身边反映移

风易俗的一些真实事例，编写成不同形式的文艺

作品搬上舞台，寓教于乐，以文化人。十是组建移

风易俗文艺小分队巡回演出，通过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让老百姓在欢乐的气氛中深化了对推进

移风易俗工作的认识，强化了对树立文明乡风的

坚定信心。

示范引领树典型

一是将移风易俗工作作为文明村镇创建的重

中之重来抓，在文明村、文明户评选中大力选树

“移风易俗示范村”、评选“移风易俗文明户”。以

道德模范、文明家庭、方山榜样等各类先进典型评

选为抓手，大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我们的节日”、道德讲堂等主题活动，通过以点带

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二是在积翠镇南虎滩村由

村红白理事会举办追思会，在武当社区为老年人

集体过生日，多部门联合举办“移风易俗·幸福方

山”公益集体婚礼，让移风易俗走进老百姓的生

活，逐步成为方山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三是在

“两会”期间，举办以“方山榜样·奋进力量”为主题

的首届方山榜样颁奖典礼，选树敬业奉献、见义勇

为、血脉军魂、孝老爱亲、赤子初心、家国情怀、情

系家乡、胸怀宏志等 8个“方山榜样”人物和 2个特

别致敬团队，通过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榜样人物的

先进事迹，在全县上下掀起了人人学习榜样、人人

崇尚榜样、人人争当榜样的热潮。持续引深移风

易俗，大力培育文明新风，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

事不办成为社会新风尚。四是各镇结合实际，推

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积翠镇孔家庄村

对违反移风易俗的党员干部实行“一次否决”，创

新建立了党员档案，每人一档，凡赴宴的党员干部

上礼不超 100元，亲属间不超 200元，只要有一次

违反就取消其在村里正常享受的所有红利和待

遇，发现有三次以上的交由镇党委严肃处理。后

则沟村党员干部带头签订赡养老人承诺书，并明

确每月的具体金额，市委书记孙大军在方山调研

时予以充分肯定，并向全市作出“向孝道式微宣

战”的要求，弘扬传统美德，建设文明乡风。积翠

镇积极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养老”的人生

态度，把孔家庄、后则沟、东王和赤红四个村确定

为试点村。村内分别成立了“馨心孝善”理事会、

“孝老敬亲”基金会，制定了相关章程。由党员干

部带头，倡导每位村民为自己的父母每月交纳不

少于 100 元的赡养费，由理事会（基金会）统一管

理，每半年返还老人一次。积极争取各类社会团

体捐赠和社会人士募捐，用于村内孤寡老人和五

保户老人生活补贴。截至目前，全镇共有 1500户

为自己的父母缴纳赡养费，共计 36000 元。北武

当镇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个目标，在全镇

范围内开展弘扬德孝文化活动。镇党委组织协调

有条件的 4 个行政村启动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通过调查摸底服务对象，建立服务台账，各村

为 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午餐。目前，孝老爱

亲的良好氛围在全县蔚然成风。全市首批移风易

俗示范村命名中，方山县三村一社区榜上有名。

严明纪律作保障

革除陈规陋习、推进移风易俗，除了和风细雨

的宣传引导，方山县还采取必要手段，聚焦重点人

群、重点地域、重点事项，依法治理、刚性监管。县

纪委监委接收并梳理群众通过 12388电话举报的

移风易俗相关线索案件，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违反移风易俗规定的行为，同时指导各镇

纪委、各派驻纪检组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县委组

织部把遵守移风易俗规定、践行文明新风情况作

为考核基层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与村（社

区）“两委”主干岗位报酬挂钩，作为干部考核评价

和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县委巡察办把各镇、县

直各单位、各村（社区）推进移风易俗情况作为巡

察的重要内容。通过严格的组织纪律措施，保证

了移风易俗工作的顺利推进。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移风

易俗是关键。方山县将坚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

发挥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精神，进一步完善党政

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做细做好日常监督检查，有

效发挥村（居）民自治的重要作用，充分调动群众

参与移风易俗的内生力和积极性，全力推进移风

易俗各项工作任务落细落实，让新时代文明新风

在北川大地蔚然成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
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
新气象。”近年来，方山县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吕梁市委、市政府《关于推
进移风易俗的意见》，把深入
推进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内容，坚持守正创新、
弘扬良好风尚，一个个有力
举措破除陈规陋习，一项项
重大部署厚植新风正气，淳
朴清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
风激荡在北川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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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现场观摩移风易俗现场观摩，，比学赶超共同提高比学赶超共同提高。。

演讲、签名、说唱，不同形式推进移风易俗深入人心。

方山县首期集体婚礼现场。

推进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