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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杨钰莹

乡风文明建设弘扬正气，涵养人心，激励农
民群众积极参与共建文明美好家园，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回首2022年，各地以
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
风等为目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以
文明积分、红黑榜等为约束激励机制，不断增强
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能力，创新治理方式。广
大乡村在一场场道德模范、文明之家的评选中，
在一次次删繁就简的红白事中，在一页页同心
同德的村规民约中，在一个个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的鲜活故事中，见证乡风文明之花绽放在希
望的田野上。

制定“刚”举措，融合“柔”情怀

“村民一起制定的章程，以后大小事情都得
按规矩办。”前不久，在河北省迁西县滦阳镇铁
门关村，老党员和村民代表们正热火朝天讨论
着新版村规民约：集贸市场、商业一条街该如何
管理；生态庭院创建怎么维护；如何坚决向高价
彩礼、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说“不”……村规民
约以乡亲们认可的规矩倡树文明村风。

2022年9月，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开
展高价彩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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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求各地细化
村规民约，出台约束性措施，建立完善移风易俗
落实机制，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
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的无序蔓延。各地区各部
门积极行动，通过立规矩、定标准、明奖惩，建立
健全推动移风易俗的长效机制。

陕 西 省 富 县 直 罗 镇 制 定 红 白 事 宴 请
“28123”标准，每桌酒席用烟不超过 20 元/盒，
酒不超过 80 元/瓶，村民随礼不超过 100 元，酒
席数量不超过 20 桌，每桌席面饭菜不超过 300
元。从一桌宴请开始，破除“面子工程”沉疴旧
疾，减轻村民人情负担。山东省青州市益都街
道西高村召集“五老”志愿者组建红白理事会，
推行红事新办、丧事简办。该村丧事操办时间
从3天减至1天，节约支出6000多元。

各地在深入开展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工作中，既强化“刚性”约束，又重视

“柔性”的人文关怀，正向引导，创意推出文明新
民俗，让群众乐于接受，使村庄文明由表及里焕
新颜。去年七夕节，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新丰
镇为20多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新人们共同浇
灌象征百年好合的爱情树，相互许下与子偕老
的爱情宣言。集体婚礼简约、浪漫、富有意义。

为更好地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2022
年，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乡村振兴局组织开展
了第三批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征
集推介活动。该活动生动展示各地持续推进移
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实践成果，其经验及启
示正在被推广和借鉴。

守护“老”传统，涵育新风尚

孝善文化蕴藏着推进乡村德治、维系乡村
和谐的巨大道德力量。河南省唐河县滨河街道
王庄村每月举办“孝善讲堂”，在书香中解锁“孝
善密码”。该村重视家风、家训传承，以当地乡
贤李氏家族家风家训为基，将李氏祠堂打造成
家风家训展示馆，收集整理古今圣贤和本村16
个主要姓氏的家风家训故事 72 篇。在孝善文
化的浸润下，王庄村相继入选河南省首批乡风
文明典型案例、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山东省邹城市后八里沟村以弘扬“孝善文
化”为抓手，制定村规民约，规定每位儿女每周
至少两次为父母做饭、做家务，每户子女将父母
的赡养费统一交到村委会，再由村委将赡养费
和额外配发的营养物资一并送到老人手中。村
中老人群体“老有所养”，安享和乐晚年；年轻人
讲文明，勤劳创业奔富路。孝善文化激发了村
庄发展活力。面对去年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后八里沟村成立党员、青年、退役军人等9支文
明志愿服务队，服务村民生活和村产业发展。

传统节日凝结着民族精神情感，利用传统
节日开展文化气息浓郁的乡风文明创建活动，
能够吸引更多村民参与，达到传承文化、寓教于
乐、传播文明、一举多得的效果。

广西蒙山县新圩镇坝头村以传统节日为契
机，开展戏曲进乡村、中华诗词进乡村等系列活
动。新疆洛浦县洛浦镇克尔喀什村管好用好村
文化站、广播站、百姓大舞台等，结合民俗节庆
开展文化活动和文明宣讲，让党的好声音飞入
寻常百姓家。

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大范口村每逢春
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在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举办“村晚”，很受欢迎。村里组织成立了
大鼓队、秧歌队、曲艺队、广场舞队，变着花样为
村民们献上“艺术大餐”，将文艺节目与宣传移
风易俗、最新政策理论相结合。仅去年一年，大
范口村举办“我们的节日”等文体活动39场，带
动群众摒弃旧观念，接受新风尚。

创新“潮”办法，文明“靓”起来

“移风易俗新风气，陈规陋习要阻止。传统
美德要传递，文明乡村更美丽……”2022年9月
1 日，由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

局组织的第三届“县乡长说唱移风易俗”优秀节
目展演正式举行，表演形式有东北大鼓、河阳山
歌、音乐快板、陕北说书、花灯说唱、Rap 说唱、
吕剧等，说唱身边新鲜事，倡导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文明祭扫、孝老爱亲、勤俭节约、邻里和睦
等时代新风，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该活动已
成为各地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部门宣传引导移
风易俗的有力抓手。

在宣传推进移风易俗的浓厚氛围中，观念
的变革正在乡间沃野悄然发生。随着“90 后”

“00后”迈入适婚年龄，更加贴近时代脉搏和年
轻人思想的创意婚礼层出不穷。非遗国风婚
礼、马车婚礼、拖拉机婚礼、田园婚礼等形式逐
渐多了起来。

“大地收获粮食，而我们收获了爱的果实。”
去年夏天，河北省无极县彭家庄村的90后小伙
赵文波和广西姑娘梁慧珍，在麦田里举行了一
场绿色时尚的婚礼。台下以麦秆草垛作为来宾
座椅，向日葵搭建起四角花亭作为仪式台……
看到这样别致的婚礼，乡亲们纷纷点赞并效法
学习。

乡风文明建设需要机制创新、办法创新。
各地积极探索“道德银行”“文明积分”“红黑榜”
等道德约束激励机制，发挥农民主体性，营造风
清气正、文明美好的新风尚。四川省蓬溪县明
月镇白庙村开设“乡约银行”，给每个农户发放
美德存折，从行孝、积善、讲信、从俭、尚勤等方
面细化条款和积分，积分可兑换相应奖品，并作
为评优和发展党员、任用村组干部的重要依
据。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镇莲花堰村开展“星
级家庭”评选，把村规民约、移风易俗、人居环境
等内容融入评比标准，评出五星至一星家庭，形
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我国乡风文明建设
深入推进，渐入佳境。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村规民约立
起来，人情费和彩礼负担降下来；持续创新机制
办法，调动了农民群众踊跃参与精神文明建设
的积极性、主动性，乡村劲吹文明风。乡风文明
建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营造良好氛围，提供强劲的精神动力。

盘点2022年乡风文明建设亮点——

扬善美遏陋习 广袤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

乡风文明是乡村共同体人们精神面
貌、道德素养和文明行为的展现。在推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
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做好乡风文明建设要重视长期性、系
统性、协同性、实效性，立足农村发展的实
际，遵循农村发展规律，体现农村发展
特点。

加强组织和引导是关键。各地要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发挥群众身边先进人物的榜样
作用，形成除陋习、树新风的浓厚氛围，传
递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价值追求，引导
村民积极投身文明乡风建设，推进移风
易俗。

将优秀传统文化嵌入乡风文明建设，
是群众乐于接受的一个好办法。在文明
乡风建设过程中，各地充分发挥文化凝聚
人心、培育公德、淳化民风的作用，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美德、红色文化基因等

文化因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使优秀农耕文化、良好家教家风在文明乡
村建设中发挥作用，释放新活力。同时，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潜移默化影响了村
民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发挥村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是乡
风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的力量源泉。要紧
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村情和
村民生产生活实际，制定群众认可、约束
有力的村规民约，设计推出更多接地气、
有吸引力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充分调动
农民群众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
动性，营造风清气正、文明美好的新风尚。

乡风文明建设非一日之功。不断深
化对乡风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创新工作
方法，多措并举推进移风易俗，从村民生
活细处入手共育文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落地生根，就能让文明新风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在广袤乡村焕发文明新
气象。

□□ 王亚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设立‘红黑榜’以来，村上的风气明显好多
了，大家都在红榜晾晒，看谁家孩子学习好、谁家
的家风文明。一旦上了黑榜，就感觉挺丢人的，这
对大家也是一个约束。”日前，在甘肃省临洮县洮
阳镇边家湾村，村民梁军站在村里一张醒目的“红
黑榜”旁对记者说。记者看到，这张榜上，“红榜”
里记录了村里孝老爱亲、家庭卫生整洁、助人为乐
等方面的好人好事，一旁的“黑榜”上则列举了乱
倒垃圾等村里的不文明现象。

通过树立村规民约、开展道德“红黑榜”评
议活动，传递正能量，引领乡村树立文明新风

尚，进一步激发乡村团结奋进的合力。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2022 年以来，临洮县全面推行道
德“红黑榜”，通过实行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的
道德教育与惩戒，以“榜”塑人心、立规矩、促善
治，努力让道德“红黑榜”成为引领文明新风的

“风向标”。
“在这个过程中，‘道德银行’让‘红黑榜’发挥

出了更大的作用。”边家湾村村委会主任边建荣
说，年初，边家湾村组建成立“道德银行”，“从那时
起，村民参加志愿活动的情况和道德表现情况，由
村‘两委’折算成积分记录在‘道德银行’的存折
上，这个办法大大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村民们踊跃
参与村里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积分制治理模式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力。”
边家湾村“道德银行”建立后，村民蔡玉兰经

常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积极参与村上的
公益劳动，换取“道德银行”积分，兑换需要的日常
用品。她说，自己想继续努力，争取给家里换个

“大件儿”。
5分可以兑换卫生纸，10分可以兑换垃圾筐，

15 分可以兑换洗衣粉。“道德银行”以“道德积分
制”管理为手段，通过“加减分”量化文明风尚、“月
评分”建立道德台账、“分换物”深化道德激励，让
崇德向善逐渐成了村民的自觉行动。

临洮县委书记许树德告诉记者，临洮县通过
深入推进农村“孝善”文化建设，建立道德“红黑

榜”等褒扬惩戒机制，发挥村规民约的约束力，引
导村民自觉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全力提升乡
风文明水平，有效推进法治、德治、自治三者的有
机融合。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工作中，临洮县将继续用道德“红黑榜”

“道德银行”来催化民风、家风、乡风向善向好，进
一步激发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汇聚乡村振兴的
强大合力。

临洮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付林介绍，目前，
全县 323 个行政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相继探索
推出“红黑榜”治理和“红黑榜”评选标准，已评选
出家庭和睦、孝老敬亲、勤劳致富等先进模范和好
人好事3000余件。

山东嘉祥县
打造“网格课堂”传播好声音

近日，在山东省嘉祥县马村镇楚营村一户村民家中，网格
宣讲员陆燕华和老党员们拥坐成一圈，畅谈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感悟。“报告提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咱们楚营村近些年
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里的公路修到了
家家户户门口，也有了致富增收的产业……”老党员胡爱华数
说着村庄的发展变化。

为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嘉祥县
创新工作举措，以马村镇为试点，精心打造由村干部、网格员、
党员志愿者组成的“网格课堂”宣讲队，采取“送学上门”方式，
将讲堂“搬”到小院里、茶几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
目前，该县在县域范围内全面铺开“网格宣讲”模式，以镇街为
单位，成立13支“网格课堂”宣讲队，结合乡村振兴、环境卫生、
移风易俗、扶老帮困等各项工作，用朴实的语言传播正能量，
让群众听得懂、坐得住、传得开、用得上。 安庆花 屈昂

浙江建德市
小分队服务传递文明暖心关爱

近日，浙江省建德市寿昌镇山峰村出现暖心一幕。“家里的
老人‘阳’了，开始发烧。我们做子女的在外地不能到身边照顾，
于是给村里发了求助信息。没想到，半小时之内，党员干部张四
贤就上门了，实在是太感谢了。”村民小沈感动地告诉笔者。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医疗服务保障，建德
市寿昌镇组织一支支党员服务小分队在村头巷尾为有需要的
群众送医送药、代买代办，提供关爱照料、答疑解惑等服务。
同时，积极开展邻里互助药品共享活动。

一次次的暖心服务定格在寒冷的冬日，收获着一份份邻
里互助的“亲情”，党群连心的感动，进一步深化了文明乡风
的内涵。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睦邻友好、
守望相助的时代新风让疫情防控时期的人们互相传递着温
暖和友爱。 方丽

广西西林县
文明乡风润心 美丽乡村气象新

近年来，广西西林县各村结合实际，积极编制符合民意的
村规民约，健全完善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章程，以制度引导
村民转变观念，推进村民自我管理，有效提升乡风文明水平。
目前，全县8个乡镇99个村（社区）“一约四会”正常运转，开展
道德评议、禁毒禁赌、村民议事等活动198场（次）。县级评出
优秀村规民约 10 部，乡（镇）评出乡级“最美村规民约”18 部；
开展“四会”评比，评选出全县最强“四会”1个，优秀“四会”2
个。在红白理事点办理喜事白事共45场，节约资金28万元。

西林县还大力开展道德模范、文明家庭、身边好人、好儿
女、好婆媳等评选活动，用身边的人和事激励群众，淳化民风，
弘扬文明新风。目前，西林县已创建一批乡风文明红旗乡镇、
村，推选一批“身边好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明动力。

韦素雪 黄蓝莹

贵州遵义市播州区
依托小网格推进移风易俗

“大家反映的垃圾箱设置问题已经解决了，乡亲们还有什
么需要解决的请在议事会上提出来。”近日，贵州省遵义市播
州区新民镇惠民社区党总支书记郭吉礼在社区网格议事会上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近年来，新民镇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推进“强组兴村”，以青
山寨、安山古寨等村民组为试点，构建“红星党小组+红星指导
员+红星管事组”模式，创新“三讲四治五必访”工作法，试点推
进“红星自治示范村民组”创建，把“大党建”融入“小网格”，切
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该镇积极开展“树新民
新风，展新民新貌，争做文明新村民”主题的乡风文明创建活
动。通过网格治理模式大力弘扬文明乡风，围绕移风易俗、矛
盾纠纷化解、禁毒踏查、红白事跟场管理等内容，目前已开展
各类宣传100余场次，为群众办实事81件，有效提升了辖区居
民的文明素养。 龙化梅

文明新风“润”乡村
付雅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姜爷爷，我给您剪个头发吧，咱剪个新
发型人更精神！”元旦刚过，山东省青岛市崂
山区爱心企业公益联盟成员单位青岛城运控
股集团交运温馨巴士文明实践志愿者们又来
到北宅街道的下葛场社区探望 92 岁的姜玉
真老人。“最近身体还好吗？生活上有什么需
要的？上次给您带的米面吃完了吗？”在姜玉
真家里，大家与老人手拉手热情地拉着家
常。剪头发、做打扫、送生活用品、陪老人聊
天……一件件志愿红马甲，成为青岛市崂山
区爱老敬老的文明灯火，点亮了老人们的一
张张笑脸。

去年以来，青岛市崂山区积极开展“山
海暖心”为老服务文明实践工作，以文明实
践公益项目为引领，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
务。针对农村社区的独居老人，崂山区积极
组织志愿服务队伍主动上前敲门问需求，进
门做服务，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来自社会的
关爱。

除了把爱心和慰问给老年人送上门，崂
山区还针对老年群体实际需求，在文明实践
站持续开展包括健康饮食、慢性病预防、防诈
骗等各种类型的公益讲座，把新事物新信息
介绍给老年群体，也把健康科学的理念传播
给老人们。崂山区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公益讲座很受老人们欢迎，不少老人已经
成了讲座的固定听众。

甘肃临洮：道德“红黑榜”领树乡村文明新风

山
东
青
岛
市
崂
山
区

﹃
红
马
甲
﹄
贴
心
服
务
爱
老
敬
老

1月7日，在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学生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剪窗花。当日，东兴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学民俗 乐寒假”主题活动，让学生们通过体验剪窗花、写春联等，了解春节民
俗，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假期生活，喜迎新春佳节。 兰自涛 摄

浙江温岭市“牵手阳光”公益网店
让志愿服务精准对接

“手机点一点，爱心送到家。”近日，浙江省温岭市“牵手阳
光”党员志愿服务官方公益网店“火了”。“我们发动群众和志
愿者们通过网络认领‘微心愿’，实现爱心和需求一键对接，实
现志愿服务资金常态筹集，切实提升志愿服务质量和效率。”
该市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丽芬表示。

针对部分传统志愿服务模式存在的资金筹措难、供求对接
慢、服务拓展难等问题，温岭市依托淘宝平台，成立“牵手阳光”
党员志愿服务官方公益网店。近四年来，公益网店通过项目
上架，将“爱心面包”“助学圆梦”等品牌公益项目设置为店铺
固定宝贝，并通过党员志愿服务中心、爱心驿站、联户党员等
渠道，征集各类困难对象“微心愿”，作为店铺流动宝贝，吸引全
国各地爱心人士自主点单认领。目前，店铺上架公益项目共10
个；借助多个线下推广体系，引导更多的党（团）员、爱心人士参
与各类公益项目，使志愿服务更富实效。 温轩组

1月10日，市民在云南昆明市螺蛳湾商贸城选购春节饰
品。春节临近，当地年货市场红红火火，人们忙着选购年货，
喜迎新春佳节。 郝亚鑫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