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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说好
才是真好

□ 冯海砚

交城县大营村李二小父亲葬礼省事

省钱省力；方山县前东旺坪村一半人家

入选“文明户”；汾阳市杨家庄村党支部

书记贺海祥为小儿子张罗结婚的事情，

给女方的彩礼是只有“万里挑一”；岚县

阴湾村为全村 75 岁以上的老人集中过

生日。这些变化都是全市农村红白理事

会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中取得的实实在

在的成效。

而这些成效的背后更多的是群众的

支持和赞誉。

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过程中，基

层干部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村民不愿意接

受，都认为，几十年几百年了，家家户户

都一个样子，怎么到了我这就要简办，面

子怎么能过去。“不论是婚事、丧事，还是

过生日、乔迁，都是争面子的事情，也是

自家的事情，不好管，更不好引导。”

然而，工作真正推开了，也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难。“有一些群众以前宁愿打肿

脸充胖子，也不愿意丢面子！”谈起前些

年村里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

更多的农村群众直摇头，“礼金年年增

加，人情债层层加码，婚丧嫁娶成了村民

的一大负担！”

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中做什么，不要

总是“我觉得”，而是要看“群众觉得”，坚

持群众盼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善于办实

事、敢于解难题。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也如此。我们更

多的是要看群众获得感有没有增强，要

听群众有没有发自内心地点赞。

实际工作中，之所以有时会出现“干

部忙了一身汗，群众还是不点赞”的现

象，往往是因为我们心中一团火、决策一

头热、方法一刀切、推进一阵风，所想不

是群众所急，所干不是群众所盼。在推

进移风易俗工作中，基层干部浑身解数，

上门动员，讲政策、做宣传，磨破了嘴皮，

但是起初的工作成效却不大。但是工作

坚持下去了，磨破了嘴皮就再跑累了腿，

只要是有利于群众的就坚持到底，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下决心有序推进、逐步

解决、逐一见效。

群众说好才是真好。在推进移风易

俗工作的过程中，更需要一些刚性的制

度约束，制约移风易俗中的那些陈规陋

习，但是在群众真正认可，真正接受的时

候，放下面子、放下人情也不再是难事，

风清气正也不再遥远。

““小气小气””大总管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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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农村红白事少不了一个角色。这

个人在吕梁山区被叫做总管。

谁家有红白事，谁来当总管，可不是随便

拉个人就行。这个人得有点威望，起码在家

族里说话顶天立地，你不得不听。他还得对

一些特定的地方风俗门儿清，说话办事不含

糊。

总管还有个特点，那就是大气。谁家遇到

红事或者白事，只要你认准了他，事关红白事

上的事情，大大小小你都得听他安排。纵使是

你花钱办事，那也得按他说的条条框框来。但

是你放心，他会让你的事办的体体面面。

现在在吕梁，谁家遇到婚丧嫁娶，又多了

一个人管。这个人不仅管某一家的红白事，

而且管着全村的婚丧嫁娶，被人们戏称为“大

总管”。这个大总管倒是没有那么大气，他的

规矩不仅省钱，更重要的是省力、省心，但是

事情照样办得井井有条，让你脸上有光。

这个大总管就是农村红白理事会。

壹 由来

在吕梁农村，红白理事会算是新闻。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一些地方的

红白事出现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攀比成风等

现象，加重了农村群众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社

会风气。2021年 8月 31日，为革除天价彩礼、

大操大办、薄养厚葬、炫富攀比、铺张浪费、随

礼泛滥等歪风陋习，把广大群众从过重的人

情消费、人情负担中解放出来，破解因婚致

贫、因丧致贫、支出型贫困问题，建设文明乡

风，促进乡村振兴，建设文明城市，吕梁市委、

吕梁市人民政府明确出台关于推进移风易俗

的意见。

《意见》推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

不办”，就农村婚丧嫁娶，以及除婚丧事宜外

的满月圆锁、庆生祝寿、升学入伍、建房乔迁、

商铺开业、百日周年等事宜作了明确要求。

《意见》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明确了关于

操办婚丧的彩礼、随礼、殡期、宴席等上限标

准以及其他具体礼俗，各县（市、区）可通过推

广村规民约范本的形式，本着文明节俭、切实

减轻群众负担、不与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相

抵触的原则，作出具体规范。鼓励各村（社

区）统一办事场所、统一办事标准。

《意见》也要求各行政村（社区）要对照移

风易俗的有关要求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健全红白理事会、村（居）民议事会、道

德评议会等组织，特别要建立起队伍稳定、章

程完善、工作有力的红白理事会，由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兼任理事长，积极开展婚丧服务。

党委、政府有规定、有要求，基层农村怎

做？

《意见》中几处提到红白理事会的建设，

这也是基层农村可以借鉴和推进工作的有力

措施。

其实，红白理事会不算新鲜事。

早在 2019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

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

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一些地方的农村早就

开始建立健全农村红白理事会。德州陵城

678个村（社区）红白理事会全覆盖；太原市小

店区 7个乡镇（街道）39个行政村已全部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

这样看来，吕梁农村的红白理事会是应

时而生、顺势而来。

贰 实践

在吕梁，按老旧丧俗，人去世后要经过报

丧、吊丧、守灵、出殡等十多道程序，接着还要

上“三日坟”“头七”“五七”“过百”等，不光程

序复杂，而且费钱费人，特别是在传统观念和

人情世事的影响下，亲属内心不想办，但不得

不“随大流”，丧事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现象时

有发生，这些都让群众不堪重负。

这几年，临县城庄镇村里外出务工挣了

钱的群众多，不少人喜欢攀比，铺张浪费现象

特别严重，有的群众本来没有钱，为了面子也

盲目跟从，甚至负债办酒席，给自己家庭和亲

友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类似这样的事情，农村红白理事会就得

去管。

城庄镇的做法是由村党支部牵头，村民

民主投票，选举产生了红白理事会。由村党

支部书记担任理事长，吸收威望高的“总管”、

乡贤、村民代表等为理事会成员，打造群众信

得过的工作专班；汾阳市各地农村的红白理

事会更来劲，对婚丧事宜办理时长、宴席规

模、礼金数额、菜品酒水、现场布置、车辆使用

等规格及丧事祭奠方式等制定统一标准，群

众按照标准规格执行。并安排理事会成员到

群众家中帮忙筹备，并组织村民开展互助服

务，义务参与红白事操办。而且将各村（社

区）的红白理事厅利用起来，方便群众操办各

类事宜，所有理事会成员义务无偿服务，尽心

竭力为事主着想，最大限度减少开支。更为

重要的是把红白理事的时间、标准、规模做了

详细规定。其中，满月圆锁、庆生祝寿、升学

入伍、建房乔迁、商铺开业、百日周年等其他

事宜，一律不举办宴席，不随礼、不收受礼金；

离石区成熟条件的农村（社区）还设立了红白

理事厅，方便群众办事，对办事标准和流程统

一规定管理，形成制度严格落实；岚县各个行

政村都建立了“一约四会三中心（党群、综治、

实践）”，实施“九个一”城乡移风易俗新风尚；

方山县依托红白理事会开展了网上移风易俗

的倡议书签名活动、举行了“感党恩 颂党情

传家风 育新风——移风易俗 幸福方山”公

益集体婚礼、一场以追思会为主的丧礼和一

场老人集体生日会，通过“四项引领”活动推

动移风易俗新风尚深入人心……

吕梁地域面积大，人口众多，东西南北风

俗各有差异，各地的农村红白理事会开展的

工作和制定的具体措施也不尽相同。临县城

庄镇在婚礼形式上，提倡订婚不操办，鼓励集

体婚礼、公益婚礼、旅游结婚等，为年轻人提

供更多简约而富有意义的选择；反对结婚迎

亲雇用豪华车队，提倡使用大巴车和中巴车

集中乘车、简约用车的绿色迎亲方式，减少铺

张浪费，践行环保理念；坚决抵制恶意闹洞

房、恶搞伴娘等不文明行为，让婚礼氛围文明

和谐；岚县阴湾村在满月、生日、升学、就业、

入伍、乔迁等喜庆事宜时，自觉抵制盲从攀

比、跟风宴席，做到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

不讲排场，不比阔气，在亲朋好友间通过一束

鲜花、一条短信、一杯清茶、一句问候等文明

方式，表达贺意，增进感情。自觉除陋习、树

新风；交城县大营村红白理事会将移风易俗

“三字经”挂在进村最显眼的位置，“重厚养、

简婚丧、勤为本、俭养德……”通过简洁上口、

好记易懂、群众明白的形式造浓宣传氛围，把

推行新风尚的种种细则和好处圈点出来，内

容全面、贴近实际，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大操

大办，地地道道的“顺口溜”成为指引群众树

立文明新风的一种宣传教育新模式。并利用

村级大喇叭、宣传栏、张贴标语等形式进行移

风易俗广泛宣传，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文明意识和道德素质。

都说“十里不同俗”，而各地农村在践行

红白理事会的过程中就是让这些“俗”的东西

变为不俗，真正让红白理事会成为吕梁大地

推进移风易俗得最生动注脚。

叁 效果

红白理事会这位大管家管事的效果到底

如何？

“取消以往白事大操大办的筵席。现如

今，白事就在自家院子里起锅架灶，熬上一大

锅烩菜，来帮忙的邻居亲友每人一碗‘掐疙瘩

’（在汾阳，揪片被称为掐疙瘩）。一碗‘掐疙

瘩’就代表了主家对前来帮忙、吊唁的亲朋好

友的感谢。”3月 23日，谈及丧事新变化，汾阳

市三泉镇郭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温万强打开了话匣子，“村委会为村里统一购

置了办理白事所需要的锅灶、餐具、桌椅、帐

篷等，还制定了移风易俗白事简办条幅，免费

提供桌椅餐具。就这个标准，一场白事下来

能为村民省下不少钱！”

郭家庄村的红白理事会对宴请规模、彩

礼数额、丧事的停灵时长、丧葬用品的选用都

做了明确规定。在白事简办方面，村“两委”

成员、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多次沟通商议，最

终确定推行“手端一碗面”的白事简办制度，

让白事真正做到简办。去年，村里 92岁的老

党员马琥去世，在“追思会”上，村“两委”干部

和红白理事会成员全部到场，并介绍其生平，

默哀、鞠躬、瞻仰遗容。整场“追思会”简朴而

不失庄重，既让去世的老人有尊严，家属有面

子，又获得了邻里乡亲对老人生前事迹的传

颂和身后开明抉择的赞扬，为乡村移风易俗

树立了榜样。

老人的“追思会”后，前来帮忙的亲朋好

友端起一碗热腾腾的“掐疙瘩”，无不说这样

的新风尚早该来了。

前些年，石楼县和合乡大洼村村民呼延

瑞老人过 80大寿。十来个人的大方桌，围坐

着的都是最亲最近的人，桌上没有名烟名酒，

几个简简单单的小菜都是老爷子的胃口，一

碗软糯糯的长寿面老爷子吃了直夸香！

而在这之前，老人的儿子呼志平则打算

大操大办，为老父亲办一次有分量的寿宴，给

老人一个惊喜。“以往村里老人过大寿，不仅

要摆风光体面的宴席，还要搭台请戏班唱大

戏，杀猪宰羊，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呼志

平说，父亲生日前，村干部三番五次来家给他

做思想工作，作为一名党员，他从内心深处打

消了大操大办的念头，辞了锣鼓队，退了预定

席，并挨家挨户上门向乡亲们解释，一再说明

不办酒席的原因。

老父亲知道后，也是态度坚决支持儿子

不大搞大摆宴席。“作为儿子，尊重父母的意

愿是尽孝；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拥护党的纲领

是尽忠；作为父亲，为子女树立榜样是尽责。”

呼志平深有感触地说。

文水县北辛店村党员贺建忠前几年为母

亲办丧事时，仅在自家范围内简单操办了一

下，基本没有宴请亲朋好友。像这样党员干

部带头示范红白事简办的事例在北辛店村还

有很多。随着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村民们

也纷纷效仿起来，文明新风尚在北辛店村逐

渐落地生根。村里还依托村史陈列室，深入

挖掘身边良好家风、家训，深化家庭道德建

设，分级分类评选表彰身边好人、移风易俗示

范户等先进典型，学典型、追先进的文明风尚

在北辛店村蔚然成风。

各个农村红白理事会的各项举措不仅促

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最为重要的是拉近

了党群、干群关系。方山县前东旺坪村是修

建横泉水库时的整村移民搬迁村，也是吕梁

首批“移风易俗示范村”。村党支部把移风易

俗融入重点工作和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创

新开展了‘文明户’评选活动，在树立文明乡

风的同时扎实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村里的

“文明户”评选囊括的类别不少，分别有孝老

爱亲、勤俭持家、勤劳致富、诚信守法、崇文学

技、助贫帮困、拥军爱国、环保卫生、邻里友

好、教子有方、移风易俗等 11个类别，在评选

的过程中，全村 536 户人口，竟然有 270 户入

选“文明户”；汾阳市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贺

海祥为小儿子简单操办婚礼，受到了村民的

一致点赞。在贺海祥的倡导带领下，杨家庄

村的党员干部除了带头抵制高价彩礼的陋

习，还经常到村民家里讲政策、做宣传。通过

召开党员会、村民代表会、红白理事会、张贴

村规民约、村喇叭广播、红白事上现场宣传等

多种形式，确保婚丧新规人人皆知，争取全村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如今，随着移风易俗宣传倡导的不断推

进，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新观念越来越深入

人心，“争脸面、讲排场、摆阔气”的过时观念

正在悄然淡化，红白理事会不仅管住了陈规

陋习，更为重要的是管出了好风气、好风尚。

肆 尴尬

移风易俗永远在路上。

“大管家”管得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农

村红白理事会在推行和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了

群众的一致认可，但仍有一小部分群众对红

白理事会的做法持反对意见。有的认为,规格

排场是身份的标志,越大操大办越有面子；也

有的人觉得红白事这是自家的事情,别人无权

干涉;有的则认为,婚丧嫁娶、孩子满月、开业

大喜等逢事摆酒设宴、燃放鞭炮由来已久,是
老祖宗传下来的,废除有些不妥。

而深刻分析这一观念，离不开根深蒂固的

传统思想在作祟。当然也包括，红白理事会在

实际中，仍有一些理事会成员碍于人情面子，

对一些违规行为未能严格制止，缺乏有效的监

督和约束机制，导致一些村民对规定视若无

睹。再加上，红白理事会成员大多是义务服

务，他们在组织和策划红白事时，缺乏专业的

知识和技能，导致一些活动的质量不高。

观念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陋习的彻底

摒除也并非一朝一夕。当陈规陋俗日渐显现

出它的弊病时,一定会顺应民心民意被逐渐淘

汰。

红白理事会,“理”到合理;婚丧嫁娶,“取”

向适中；革弊立新,势在必行，红白理事会顺势

而为，也必将顺势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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