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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月专刊 1】

南京市：持续推动移风易俗展新貌、润心田

靖江市：三措并举劲吹文明新风

太仓市：“三新”融合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连云港市赣榆区：持续推动移风易俗见行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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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持续推动移风易俗展新貌、润心田

南京市通过抓统筹、抓队伍、抓宣传，持续健全移风易俗

工作机制，深入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着力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升文明乡风建设水平。

一、抓统筹。市文明办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市民政局等部

门专题研究部署“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结合乡村全面

振兴和“千万工程”推进工作，指导各镇（街道）和村（社区）

将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弘扬孝道、尊老爱幼等移风易俗内容

作为“一约四会”的重点，提前谋划融入。指导各村量身打造

“积分制”细则，建立涵盖环境卫生、乡风文明、志愿服务、

产业发展等多维度的积分评价体系以及积分评定、积分兑换、

积分排名等激励机制。结合传统文化弘扬，将移风易俗纳入“我

们的节日”等传统节庆民俗，开展“文化大篷车”“村晚”“村

超”和春节游园会等文体活动，引导群众以欢歌喜舞替代鞭炮

轰鸣，用戏曲健身代替棋牌娱乐。

二、抓队伍。盘活用好全市 142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力量，分片区举办 30余场移风易俗宣讲培训会，提升专业

素养和工作能力。邀请民政、司法、妇联系统业务骨干、乡村

“法律明白人”等 134 人，深入农村宣传婚姻及殡葬法规、普

及科学知识、传递文明理念，开展各类主题讲座、座谈交流等



— 3—

活动 236 场。发挥党员干部、“五老”人员、志愿者等群体作用，

成立“新风督导队”“新风老掌柜”“红星智囊团”等志愿服务

队 170 余支，劝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不文明婚丧行为。邀

请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家庭等先进典型代表 120 余人次，

讲述百姓身边文明事，倡导树立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

三、抓宣传。发挥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宣传矩阵作用，

深度挖掘溧水区大仁山生命园、浦口区“安星”移风易俗馆、

高淳区“红白喜事堂”等移风易俗优秀典型案例，开设专题专

栏 6 个，以小切口、多视角、多层面、多形态，刊播新闻稿件

640 余篇，新媒体产品 32 个。依托南京丰厚的文艺资源，将移

风易俗内容融入白局等特色艺术形式以及剪纸、金陵刻经等非

遗民俗文化元素，精心创排戏曲“文明新风进农家”、快板《移

风易俗树新风》等文艺节目 36 个。市文明会会同市民政局在殡

葬场所开展“鲜花换纸钱”等活动 120 余场，会同市商务局赴

餐饮企业开展“光盘行动”宣传 150 余次，持续引导市民践行

文明新风。

靖江市：三措并举劲吹文明新风

靖江市以“破”陈规陋习、“立”文明新规、“润”民心民

风为路径，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月活动，让移风易俗理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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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入心、走深走实。

一、双线宣传同推进，文明理念润人心。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共开展 250余场移风易俗宣传活动，通过

“文明靖江”微信公众号、“今靖江”视频号等新媒体渠道，推

出移风易俗宣传月系列专题报道，形成线上有热度、线下有温

度的立体化宣传格局，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打造“理论宣讲+

文化浸润”新春文明特辑，组织移风易俗宣讲队，以“破旧立

新五部曲”为主线，融入低碳迎亲、家风培育等现代元素，系

统阐释新时代婚俗文明规范，传承“三书六礼”的文化精髓。

邀请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座谈会的形式分享经验、畅谈体会，

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陋习。将村规民约谱写成朗朗上口的《新风

三字经》进行广泛传播，组织文明灯谜会、新风剪纸坊等特色

活动深入社区、镇村、学校，让广大群众在互动中感悟文明、

传递新风。

二、破立并举抓关键，婚丧嫁娶树新风。倡导简约婚礼，

推广集体婚礼、旅行婚礼等新型形式，鼓励群众减少彩礼、简

化流程，树立健康文明的婚嫁观念。尊重本地丧葬习俗，编写

《靖江“白事”一本通》，充分发挥党员、网格员、“红马甲”

志愿者力量，逐户发放丧俗改革倡议书、殡葬管理条例等宣传

单页，用方言土话说清生态安葬、鲜花祭扫的益处。将红白事

操办标准纳入村规民约，设立移风易俗公示栏，强化红白理事

会“前哨”作用，建立“事前报备、事中监督、事后评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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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让文明新规从纸上落到地上，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三、榜样引领聚合力，文明新风遍城乡。发挥文明家庭、

好媳妇、好婆婆、移风易俗先进个人等先进典型示范带头作用，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邀请退休老教师、最美家庭、“五老”成

员，围绕“传承优良家风 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殡葬 保

护生态环境”等主题，带来干货满满的宣讲，加深居民对移风

易俗的理解与认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构建

“1+N”志愿传播矩阵，组建由青年、巾帼组成的文明先锋队，

走村入户开展文明接力行动，发放定制版《移风易俗锦囊》，实

现破旧俗与树新风的闭环，激发群众主动改、争示范的内生动

力，形成“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村”的良好效应。

太仓市：“三新”融合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太仓市以“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为契机，以减轻群众负

担、涵养文明乡风为出发点，利用新途径、新形式、新体验全

面推进移风易俗，为文明乡风注入新力量。

一、创新传播矩阵，耳目一新。坚持以多元宣传为切入口，

积极探索移风易俗宣传新形式、新手段。新窗口探索新互动。

创新开展“守护年夜饭 文明烟火气”直播行动，通过“文明



— 6—

太仓”视频号线上直播餐饮单位一线守护群众“团圆饭”，并现

场开展“崇尚节约 文明有礼”互动环节，弘扬文明餐桌理念，

累计收看 3.6 万人次。新视觉传播新理念。策划系列专题推文“周

五下班去哪儿？去太仓”、原创系列海报“文明太仓 诗意过

年”、短视频《找回红包的“初心”》等，鼓励广大群众文明出

行、文明过节。新作品展现新风貌。编排原创歌曲《歌唱文明

城市新太仓》、快板《移风易俗风尚新》、移风易俗七字歌等作

品，创新开展“书前一刻钟 文明我来说”移风易俗文化展演

等，将移风易俗宣传与文艺下乡有机结合，丰富群众视觉新体

验。

二、紧扣惠民需求，舌尖品新。坚持在落细、落小、落实

上持续用力，持续涵养新风正气。新风套餐试先行。以弘扬“勤

俭节约 反对浪费”主题为出发点，发动群众投票推出 2025 年

“移风易俗家宴十碗”AB 套餐并在全市试点推广，同时邀请身

边好人、志愿者代表、新业态就业群体代表等共享文明年夜饭，

鼓励用物美价廉、适度节约的新方式解码传统习俗的新风年味。

新春护航暖归途。在高铁站开展“温馨春运 文明相伴”主题

活动，为广大旅客提供搬行李、煮水饺、赠春联等暖心服务；

在居民小区开展年货市集，为群众提供送春联、做糖画、义诊

等服务，畅享浓浓年味。新春有礼常相伴。深挖全市优质农副

产品，以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三下乡·三进城”活动为契机，

开展特色农副产品供需对接现场拍卖会，让群众以更加实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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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品尝太仓味道。

三、多维交互场景，互动焕新。坚持以示范引领为抓手，

推进移风易俗“引”领新生活。强化群众自治。积极培育“喜

事帮”志愿服务队、壮大“婆婆妈妈说彩礼”改革宣传团等，

倡导“有事大家议”，共同探讨践行移风易俗新路径，汇聚全民

参与正能量。抓住重点环节。部署开展“文明城市我参与 以

旧换新迎新春”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设置多个兑换点，鼓励广

大群众用家中闲置的可回收物兑换米、油、新春零食礼包等物

品，洁美自身“小家”的同时扮靓城乡文明“大家”。组织实践

活动。以“我们的节日•春节”为契机，开展“破俗启新程 亲

子乐同行”“我们的村晚”等形式新颖、互动有趣的主题活动，

引导群众共度文明新春。截至目前，累计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

动 210余场，服务群众 8300 余人次。

连云港市赣榆区：持续推动移风易俗见行见效

连云港市赣榆区探索“宣讲+展演+展示”移风易俗工作模

式，搭建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宣传载体和活动平台，持

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一、主题宣讲推动新风入心。搭建区、镇、村三级移风易

俗主题宣讲平台，编印《文明新风倡议书》《移风易俗“榆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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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案例集》等宣讲材料，组织党员干部、“理”花树理

论宣讲团等深入镇村集市、道德讲堂、文化广场，面向群众广

泛开展文明新风进万家、新风故事会等宣讲活动 67 场次，推动

移风易俗理念深入千家万户。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开办“榆见文明大讲堂”，组织好人模范、乡土文化人才、

文明家庭代表等走进讲堂，将移风易俗身边人身边事编成文艺

小品、情景故事，通过讲、演、诵、唱、谈等多种形式，推动

移风易俗典型故事、政策知识、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二、文艺展演倡导新风见行。组织乡土文化人才、文艺团

体等创作苏北琴书段子《移风易俗“唱”新风》、主题歌曲《文

明新风伴我行》、情景剧《婆婆也是妈》、主题小品《百善孝为

先》等富有本地特色的文艺作品 12个，举办“移风易俗树新风”

文艺巡演进所站活动 8 场次，将文明新风送到群众身边。广泛

搭建镇村移风易俗展演平台，充分利用“四季村晚”“新风市集”

“百姓大舞台”等镇村文化载体，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

将移风易俗主题文艺节目在田间地头、街巷院落广为传唱，推

动移风易俗接地气、润人心。

三、宣传展示力促新风提效。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镇村文化广场、文化墙等直面群众的宣传阵地，

增设文明新风公益广告、宣传海报、景观小品等宣传内容，打

造乡风文明文化长廊、主题广场、景观灯带 3 处。举办“文明

赶大集 欢乐过大年”文化市集 17 场次，组织非遗传承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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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展示移风易俗主题剪纸、贝雕、面塑等非遗作品，实现非

遗文化与文明新风的双向奔赴。线上开设新风小剧场专栏，以

群众身边事为原型，创作发布抵制高额彩礼等系列短剧，播放

量 8 万余人次。开设漫话文明专栏，创作刊发移风易俗主题漫

画，制作发布“文明过大年 榜样这样说”好人贺年视频，将移

风易俗事迹融入拜年贺词，推动移风易俗内容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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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宣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发：各设区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省各有关部门单位

（苏简字 1004 号 共印 8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