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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聚焦推动农村移风易俗重
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一项项有力举措破除乡
村的陈规陋习；一个个典型模范带动乡亲们见贤思
齐；一场场民间宣讲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

长效治理 全面覆盖

　　“过去不少人家办酒席都是大鱼大肉、好烟好
酒，一场席下来花费大几万，浪费不说，还形成了攀
比的风气。”说起村里曾经的陋习，一生秉持勤俭家
训的王扬铎很是不满。
　　为破除陈规陋习，前些年，王扬铎所在的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坌处镇三门塘村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耄耋之年的王扬铎被推选担任会
员，全情投入这份工作，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更新
村规民约、拟定婚丧简办制度明细……
　　“先前还需要我们上门去劝、多方协调，如今大
家都自觉按照统一的规模和标准，集中在‘合约食
堂’办酒。”王扬铎告诉记者，一桌花费不超过200元，
村民得到了实惠，村里风气一新。
　　“一群亲朋好友、几张旧桌椅、几道家乡的特色
菜……在村里依旧可以把婚礼办得精彩又难忘。”金
秋9月，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梅源村返乡创业姑娘
叶学真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自己在村文化礼堂的婚
礼照片，短短一天，收到了百余条点赞和祝福。
　　“简办仪式的倡导和当代年轻人的观念相契
合。”云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俞海波说，县里积极依
托文化礼堂等阵地打造移风易俗馆，开展多形式、全
方位的宣传活动，塑造乡村文明新风尚。
　　9月开学前夕，安徽省合肥市48中肥东分校礼
堂内气氛热烈，一场庄重又温馨的高校学子集体升
学礼在这里举行。
　　“这样的升学礼仪式感满满，抛弃过去繁重的
‘人情风’，真正以孩子为主角，为他们迈入人生新阶
段上好重要一课。”回忆在仪式现场第一次听到孩子
诉说对家长的感恩之情，学生家长汪为很动情。
　　升学宴大操大办、盲目攀比之风一度在不少地
方盛行。自2019年起，肥东县依托遍布城乡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通过组织学生家庭参加庆
祝仪式、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与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等形式多样的集体升学礼，传播文明新风。

2023年暑期，肥东县参与集体升学礼活动的准大学
生家庭共有1516户，4000余户家庭承诺拒办升学宴。

模范带动 引领风尚

　　“比起彩礼的高低，我更看重女儿婚后的幸福。”
聊起女儿的“零彩礼”婚事，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潭
丘乡璜陂村妇联主席何冬英说，婚俗新风是为新人
卸下“甜蜜的负担”，也是为双方家庭的经济压力“松
绑”。
　　何冬英“零彩礼”嫁女儿的事很快传遍十里八
村，潭丘乡利用这一移风易俗典型的示范作用，顺势
成立了“何大姐工作室”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每当
村里有新人要办婚礼时，志愿者们就会上门宣讲，加
强对村民婚丧嫁娶等传统风俗的引导。
　　截至2023年初，“何大姐工作室”已开展各类宣
传宣讲活动60余场次，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210余
份，节省婚嫁开支80万余元。
　　今年年初，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街道雷
村党总支书记李瑞涛的祖母离世。家里除了父辈，
其他人免穿孝服，没有唢呐、鞭炮，精简仪式，没有铺
张的酒席，亲朋不纳礼金。
　　“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在村里树立移风易俗的
榜样。”面对亲人的犹豫、乡亲们的非议，李瑞涛态度
坚定。
　　每到清明节，在集体墓地旁设立工作点倡导文明
祭扫，用鲜花替换村民的纸花；联系街道妇联、司法所
等相关单位，开展孝善敬老讲座和相关法律法规普
及……在李瑞涛的努力下，村民们渐渐接受了“厚养
薄丧”的观念，简办仪式，不仅减轻了经济负担，还让
整个村子的卫生情况、精神面貌等有了很大提升。
　　村道整洁，屋舍俨然，茶园青翠欲滴……湖南省
常德市桃源县沙坪镇赛阳村坐落于乌云界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村党总支部书记夏志敏回忆起推行禁放
烟花鞭炮举措的经历，感慨良多。
　　过去逢年过节，村民们总喜欢放炮，全村一年燃
放的鞭炮价值高达几十万元，高山有机茶园土壤里
的高氯酸盐超出有机标准几十倍。
　　“为了保护环境，禁燃禁放势在必行。”面对村民
们的反对，夏志敏组织了很多场屋场会，带着村干部
挨家挨户一轮轮上门做工作。几年后，土壤情况好

转，茶园鲜茶收益大幅增长，大家打心眼里接受了这
项决定。
　　“开展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归根到底是为
了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更加幸福。”夏志敏说。

激励宣传 深入人心

　　“控制办酒规格、做好家庭卫生都可以积分，到
超市兑换商品。”广东茂名电白麻岗镇坑内村村民陈
大姐受到文明家庭积分制的激励，主动向村干部了
解移风易俗的相关规定。
　　据了解，坑内村把移风易俗的各项行为转化为
数字积分，提高村民践行文明行为的积极性。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广
东省多地通过大数据为乡村治理注入科技动力，借
助互联网和数字化手段创新宣讲形式，通过推广网
上祭扫、网上积分等典型做法，让乡风文明蔚然
成风。
　　“正常人情才珍贵，亲朋邻里多滋味。变味人情
真可怜，一经风雨就粉碎……”一位老汉、一副快板、
一串巧句，引得农牧民阵阵欢呼。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鲁北镇农场村党
员孙强和他的“老孙话文明”招牌栏目远近闻名。
　　2019年5月，“老孙话文明”在扎鲁特旗融媒体平
台开设专栏，通过村民微信群、“大喇叭”“村村响”广
播站，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草原书屋等线下志
愿服务宣传阵地，以快板形式宣讲倡导文明新风、破
除陈规陋习的内容。
　　“老孙话文明”团队已在农牧民群众间宣讲2000
余次，受众近400万人次。
　　祁连山下，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
治县西滩乡的边麻掌村眉户戏业余剧团以移风易
俗、树立文明新风为切入点，让群众在喜闻乐见的

“老曲新词”表演中，渐渐转变观念。
　　黑土大地，辽宁省沈阳市举办“推进移风易俗、
弘扬时代新风”小戏小品大赛优秀作品展演，以移风
易俗为主题，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弘扬时代新风的
意义……
　　移风易俗、文明乡风正日益融入并影响改变着
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文明浸润乡土 新风吹拂心田
——— 乡村移风易俗成效见闻

新华社记者

（上接第一版）开展VOCs源走航溯源530公里，专项执法检查128
次，全面管控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摸排散煤治理12.38万
户，取缔散煤销售点6家，制止露天焚烧污染86起。截至10月10
日，收获优良天数206天，PM2.5浓度35微克/立方米，均稳居关中5
地市第一。宜君县、印台区位居关中地区环境空气质量十强
县区。
　　严格监管，让大气污染防治更有“硬气”。全面开展“利剑治
污”专项行动和大气污染治理专项整治行动，利用在线监控监测
和“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手段，立体化监管、精准化执法、高
效化处置，严厉打击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单位和个人，有力震
慑了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出动执法人员6320次，检查企业
2411家次，检查污染防治设施1926台（套），发现问题523个，完成
整改512个，行政处罚决定33件，办理查封扣押案件2起。

（上接第一版）
　　突出抓好稳企扩岗扩就业。一是高频次开展系列招聘活动。
通过持续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直播带岗”等系列
线上线下活动177场，累计推送就业岗位11.86万余个。二是全力
做好人力资源服务保障工作。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深入
100余家企业解读最新的就业社保政策。聚焦隆基绿能重点项目
持续优化人力资源服务，发布16期427个岗位信息，组织两期“百
名高校学生进隆基”观摩活动。三是建设零工“小市场”，填补灵
活就业服务空缺。全市建成4个零工服务中心，打造“铜川有活
儿”线上求职招聘服务。目前，线上线下注册零工4822名，用工企
业3626家，成功对接找到零活1.2万余人次。
　　强化提升服务质效助就业。一方面围绕全市特色产业、重点
企业开展企业职工技能培训，聚焦陶瓷、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开
展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探索开展“互联网+”“智能+”等线上
培训新形态，提高培训灵活性。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6452人，
其中脱贫劳动力2862人次。另一方面以创建国家级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示范城市为契机，开展“雁翔铜川”精准就业创业服务行
动，加快“铜川易就业”平台建设，现已完善47万余人口劳动技能、
就失业情况等数据信息，提升线上公共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
　　聚焦重点群体兜底帮扶保就业。一是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2023届高校毕业生通过“1131”帮扶已实现就业
1192人，参加就业见习88人。拨付2023年校园招聘补贴和创业补
贴37.4万元。公益性岗位安置89名高校毕业生就业。二是推进
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广泛开展区域劳务协作，搭建供需对接平
台，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高质量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6.46万人次。三是就业困难人员全面托底安置。开展困难群体走
访帮扶和零就业家庭“清零行动”，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5653人。

我市今年新增城镇就业7225人

形势持续向好

（上接第二版）针对特殊老年群体，社区工作者还提供餐食配送，
让老人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个性化的关爱服务。这样的“幸福厨
房+社区流动助餐点+配送入户”的多层次助餐服务体系，实现老
年助餐服务网络基本覆盖。
  “为保证我们社区幸福小厨房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们还建
立了食品生产、配送等各环节的安全监管机制，做到源头可追溯、
流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保证大家在幸福食堂舌尖上的安全。”
红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孙玉介绍说，社区还将持续以党
建为引领，扎实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这一惠民工程，不断优化运营
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全心全意为老年人提供暖心又暖胃
的舒心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
所乐。
  小碗里装着大民生。近年来，王益区不断推进“重点民生实
事”落实，用“为民情怀”不断加热“民生温度”，通过开设社区食
堂，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实惠、便利、营养的助餐服务，让群
众感受到“民生温度”，尝到“暖心味道”。

社区食堂让居民暖心又暖胃

山区小镇蝶变为红色旅游名镇
（上接第一版）推出了“露营+”“星空晚宴+”等主题
产品；创新党建红培系列课程，推出“党建一日+多
日”系列课程，制定了“践行劳动教育、弘扬革命精
神”“走进红色照金，探秘绿色文化”等5类主题研学
课程。截至目前，陕文投照金文旅与省内外300余家
旅行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与西安雅森国际旅行社、陕
西煜恒国际教育旅行社、陕西友联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等多家研学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今年以来，
已接待企事业单位462批次，旅行社669批次，研学团
队200余批次。
　　持续升温的不仅是红色旅游，每年冬季的冰雪
旅游同样让游客感受到了“白色经济”的魅力。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滑雪场，照金国际滑雪场

一开板就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冰雪乐趣。今年
春节期间，照金国际滑雪场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冰雪
运动爱好者，春节期间平均每日接待人数突破5000
人，总接待量同比增长近60%。
　　据了解，滑雪场直接为老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400余个，全雪季发放劳务费用500余万元，每年雪季
期间，可以直接为当地村民每户直接创收1万余元。
照金老区农副产品及特色旅游商品的销售，则进一
步带动了老区群众持续增收。
　　陕西照金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
永才表示：“未来十年，陕文投照金文旅将坚持红色、
旅游、康养发展战略，以‘红’为核心驱动，以‘绿’为
发展载体，积极构建‘一基地四板块’的总体布局，提

升照金红色文旅小镇综合接待能力，加快推进‘红色
教育板块、休闲康养板块、冰雪旅游板块、自然山水
旅游板块’的建设步伐，持续推出‘春看山花夏避暑，
秋赏红叶冬滑雪’全季旅游主题活动，积极打造高品
质全域旅游业态，奋力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加快推动新时代照金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
　　“红色是照金的底色，绿色是新生活的向往。我
们紧密围绕打造红色教育高地、生态康养文旅高地
的战略目标，坚持振兴老区的初心和‘景镇融合’思
路，红色领航、绿色发展，一手抓产品、一手抓服务，
积极开发白色冰雪经济、夜间经济新业态，传承弘扬
文化，丰富旅游内涵，打造融合发展的现代旅游产业
体系。”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娜表示，我
们将从红色基因中不断汲取前行力量，弘扬革命文
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全面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繁荣发
展，让发展成果惠及革命老区全体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