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工作资料  注意保存 

 

江苏精神文明建设简报 

第 31 期 

江苏省文明办                           2022 年 10 月 8 日 

 

【工作交流】 

     

如皋市：打好移风易俗“组合拳” 倡树婚丧礼俗新风尚 

射阳县：多措并举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 2 — 

 
如皋市：打好移风易俗“组合拳” 

倡树婚丧礼俗新风尚 
 

近年来，如皋市聚焦婚丧嫁娶中的高价彩礼、人情攀比、

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突出问题，在探索群众自治、加强教

育引导、推进实践养成、加强制度约束等方面，注重集聚民

智、坚持多措并举，大力倡导文明新风，持续丰富“微笑之

城 大爱如皋”精神内涵。 

一是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积极引导干部群

众转变观念。注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印发《关于党员干

部带头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的通知》《如皋市党员干部操

办婚丧喜庆相关事宜的意见》，组织全市党员带头签署《弘

扬时代新风承诺书》，自觉落实办理婚丧嫁娶事宜报告制度，

践行厚养薄葬，倡导婚事新办。全市各级党组织开展“移风

易俗 我当先锋”主题道德讲堂 727 场，引领市民群众以实际

行动抵制不良风气，以自我约束弘扬新风正气。以“好人如

灯”品牌建设为抓手，依托好人长廊、好人工作室、好人礼

遇活动等载体，组织各级各类道德典型开展婚丧礼俗新风尚

主题巡讲 200 余场，宣传《人情减负“如新风”文明公约》，

提倡乡邻不随礼、丧事 3 天办结、酒席控制在 10 桌以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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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标准不超过 500 元等“好规矩”，推动喜事新办、丧事简

办、小事不办。鼓励各类先进典型先行先试，动员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教师、医生、创业返乡能人等群体带头抵制讲排

场、比阔气等不良风气，指导 348 个村（社区）红白理事会

吸纳有威望的乡亲，共同商定红白理事会章程，全过程监督、

劝导和举报高额礼金、封建迷信、假僧假道、大操大办等不

良行为，有力推动移风易俗真“移”真“易”。 

二是以村规民约助推基层治理，着力破解红白喜事突出问

题。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引领文明乡风、加强基层治理、推

动移风易俗方面的积极作用，立足聚民意、接地气和树新风，

扎实推进村规民约、移风易俗宣传。制定发布《村（社区）

红白事操办标准参考》《如皋市红白事操办建议流程》，形

成红事“五个一”、白事“五个不”办理流程，明确办事天

数、宴席标准、设宴桌数等具体内容，让群众知晓哪些事可

以办、可以怎样办。推动各村（社区）全面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和家风家训，重点增加“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不索要攀

比彩礼、邻里不随礼、亲友往来控制额度”等内容，通过微

信推文、手绘文化墙、宣传栏张贴、告村（居）民的一封信

等方式进行立体式宣传展示，形成“我制定、我承诺、我执

行”的良好氛围。建立舆论宣传统一战线，协调引导“深度

如皋”“乐活如皋”等较有影响的民间自媒体策划“天价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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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一去不返”街坊活动，以青年视角、青年心声引导市民摒

弃重攀比、好面子、高彩礼等婚俗旧习，倡树崇尚节俭、婚

事新办、婚礼俭办的时代新风。 

三是以文明实践推动礼俗改革，不断健全移风易俗长效机

制。注重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的作用，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教育实践，持

续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和“有志在皋”志愿服务点建设，策划开展“喜迎二十大、

文明深 1 度”主题实践活动，依托“志愿服务马拉松”、“我

们的节日”、农民丰收节等活动载体，在春节、清明、端午、

国庆、元旦等重要时间节点，广泛开展婚丧礼俗新风、优良

家风、优秀传统美德等宣传 1300 多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长说”活动，组织 362 位文明实践所（站长）

为骨干的“马跃皋原”理论宣讲志愿者队伍深入村（社区），

宣传解读婚丧礼俗新标准；组织村（社区）红白理事会成员、

各级各类道德典型、139 条“新风邮路”邮递员、村（社区）

“五老”人员等组成新风宣传志愿服务小组，进企业、进学

校、进家庭，面对面、一对一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发放宣传

手册 40 万余份。依托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港港

经”茶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百姓大舞台等群众身边的阵地，

组织“移风易俗、文明礼赞”文艺汇演、“‘小村’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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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微’声”宣讲等活动 200 余场，创排说唱快板、木

偶剧等原创移风易俗文艺节目 30 多个，让群众在耳濡目染中

受到熏陶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摒弃旧风陋习。 

 

 

射阳县：多措并举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近年来，射阳县把乡风文明建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任务，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与文明实践、文明创建

和文明培育互融并进，抓实乡风文明队伍建设、活动推广和

责任落实，着力推动农民素质和乡风文明程度实现新突破。 

一是抓队伍示范在前，培育时代新风推广人。发挥党员干

部、先进典型、文化志愿者和百姓名嘴等群体的示范作用，

培育壮大引领移风易俗的推广人队伍，组建理论宣讲、文化

文艺、文明风尚、科学普及、法律服务等 10 支志愿服务分队

常下乡常在乡，组织全县 347 名文化志愿者和草根宣讲员进

村居社区开展移风易俗宣讲 1260 余场次。党员干部签订《带

头践行移风易俗承诺书》，全覆盖配备 238 名村居宣传文化

管理员成为推动移风易俗的“中坚力量”，带动广大群众践

行。将移风易俗作为各类典型推选的基本条件，持续开展“最

美射阳人”、文明家庭、最美家庭、“文明实践中心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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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好妯娌、好邻居”等评选活动，选树县级以上各类典

型 1500 余人（户），全县 22 支好人志愿服务队经常性向基

层群众宣传推广移风易俗、倡导时代新风。  

二是抓活动多维覆盖，引领乡风文明新风尚。依托县镇村

三级阵地载体，常态化节点化全覆盖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紧

扣“我们的节日”，组织开展春节乡风文明“行李箱”、清

明文明祭扫“家家到”、中秋家风家训分享、重阳情暖夕阳

等主题活动。推广运用积分制、村规民约、道德评议会、红

白理事会等形式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1600 余场次，积分奖励参

与移风易俗群众 8000 余人次，劝阻婚丧大操大办家庭 17 户。

依托 20个邻里服务中心示范点为农民群众简办红白事提供场

地等服务，用好 252 个村镇的万米文明乡风彩绘文化墙宣传

展示文明道德礼仪、传统民俗文化内容，组织 16 支县镇文艺

团队每年编排移风易俗节目下乡演出 470 场次，引导村民百

姓讲文明美德、树时代新风。 

三是抓责任落实落细，强化考核评价硬约束。将移风易俗

工作作为“书记工程”“一把手”项目，列入县委常委会重

点工作研究议题。强化县镇村三级联动，15 个镇区每月向县

文明办汇报移风易俗工作开展情况，确保工作有人抓、有人

管、有实效。把乡风文明相关工作计划列入县文明委工作要

点，细化编排具体项目，明确时间节点、实施路径和责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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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组织公安、城管、民政等部门共同开展“旧风陋习整治”

专项行动，重点破解婚丧喜庆影响交通环境、婚丧礼仪大操

大办等陈规陋习，遏制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营

造健康向上的乡风民风。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将移风易俗作

为单列项目纳入全县年度综合绩效考核指标，并作为每月文

明村镇创建模拟测评督查范围，形成工作硬指标、硬约束。

每季度组织对全县各村镇移风易俗工作进行实地督查，现场

交办问题，限期整改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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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央文明办 

省文明委主任、副主任、委员 

发：各设区市、县（市、区）文明委、文明办，省文明委成员单位 

                                   （苏简字 1004号  共印 4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