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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乡风文明有新韵乡风文明有新韵 移风易俗焕新颜移风易俗焕新颜
□本报记者 李国萍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移风
易俗是关键。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

实施，内蒙古各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推进移风易
俗、倡导乡风文明，广大农村牧区群众从思想上形

成自觉、制度上形成规范、风气上形成氛围，依托
乡风文明“软实力”筑牢乡村振兴“硬支撑”。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人多了，讲排场、比
阔气的人少了；生活情趣丰富多彩的人多了，
沉迷打麻将、打牌的人少了；爱护环境卫生的
人多了，乱丢垃圾、乱排污水的人少了……在
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一场深刻的乡风文明变革
正在悄然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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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场演出宣讲让新风正气浸润人心，为
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之魂，移风易俗则是
提升乡风文明的关键。曾几何时，高价彩礼、
大操大办、薄养厚葬、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等歪
风陋习，不仅加重了农牧民的经济负担，也带
坏了乡村的社会风气。移风易俗，就是要改变
这些不良习惯和风俗，树立文明、节俭、科学的
理念，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让乡村大地
上的人们生活更幸福。

俗话讲，“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内蒙
古地域辽阔，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也各有特
点。移风易俗既要精准革除不正之风、不良之
俗，更要尊重群众意见和乡村实际，深挖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因地制宜、推陈出新，将群
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延续下来的好传统、好
习惯融入村规民约，在传承与创新中形成与时
俱进的新风俗，让孝老爱亲、家庭和睦、邻里和
谐、勤俭节约等中华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焕发新
光彩。

弘扬时代新风尚，最是文化润人心。乡村
经济发展了，农牧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精神
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更多了。为农牧民提供更
多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也是塑造文明乡
风的题中应有之义。丰富多彩的北疆文化包
含着大量根植于乡村的民间艺术、传统民俗
等，最为群众所熟悉和喜爱。挖掘利用好这些
文化宝藏，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创作更多反
映新时代新气象新风尚的好作品，让移风易俗
的理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人心，文
明新风尚的种子也就在潜移默化中播撒到了
千家万户。

移风易俗是一项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长
期工程。立足乡情、科学引导，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不断培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农
牧民的精神风貌，让淳朴清朗的文明乡风激荡
在北疆大地，内蒙古乡村振兴的多彩画卷定将
更加美丽。

让 文 明 乡 风
浸润和美乡村

□袁宝年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倡
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需要人人参与。
2023年，自治区民政厅、文明办、农牧厅、妇联
四部门印发《农村牧区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倡议书》，引导广大农牧民一
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自觉做
新风正气的积极倡导者、主动传播者和自觉
践行者。

风气变，干劲足。好风气是推动力，更是
凝聚力。倡导弘扬新风正气，遵守公德。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传播文明社会的新思想、新观念。弘
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营造文明和谐的家庭环境。破除陈规陋
俗和封建迷信，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文明公约、
居民公约和村规民约。

让为爱“减负”的新风扑面而来。倡导农
牧民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念，婚事新办，以参加
集体婚礼、家庭婚礼、社会公益活动等方式，举
办节俭适度的婚礼。坚决抵制高价彩礼、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低俗婚闹和封建迷信等活动。

缅怀追思，重在心、不拘形。弘扬孝老敬
老风尚，树立厚养薄葬新观念。提倡丧事简
办，采取鲜花代替纸钱、丝带寄托哀思，用踏青
遥祭、网络祭祀、集体公祭等方式表达对逝者
的缅怀，遏制大操大办、炫富攀比、厚葬薄养等
陈规陋习。提倡树葬、花坛葬、草坪葬、骨灰散
撒等生态安葬方式。

喜事简办，让幸福回归纯粹。倡导弘扬勤
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美德，在生儿育女、升学入
伍、生日庆典、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自觉抵
制盲从攀比、跟风宴请，做到能免则免、能减则
减，倡导合理人情来往，不讲排场、不比阔气，
亲朋好友间通过一个花篮、一条短信、一句问
候等方式表达贺意，增进感情，自觉除陋习、树
新风。

欢声笑语度佳节，文明新风暖人心。倡导
通过电话、微信等拜年方式来表达亲情、友情，
改变陈旧的过节方式，做到文明过节、简约适
度，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践行“光盘”行
动，养成文明健康餐饮习惯，不在禁放区燃放
烟花爆竹，保护生态环境。

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率先垂范。倡议党员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抵制大操大办，
落实婚丧嫁娶新风，争做移风易俗的宣传者、
倡导者、传播者。严格执行党员操办婚丧事宜
规定，教育引导亲朋好友和身边群众养成良好
风尚，及时劝诫、制止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封
建迷信等行为，做移风易俗的引领者。

农村牧区移风易俗怎么做？
内蒙古四部门印发倡议书

〖链接〗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曙光村村民变“网红”，借助网络展示乡土文化，推介家乡好物。 杨彩霞 摄

兴安盟科右中旗高力板镇金祥嘎查驻村第一书记王瑞芳正在录制兴安盟科右中旗高力板镇金祥嘎查驻村第一书记王瑞芳正在录制《《村闻联播村闻联播》，》，用乡里话播村事用乡里话播村事、、说政策说政策、、讲讲
道理道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敏娜高敏娜 摄摄

包头市石拐区五当召镇新曙光村村民在爱包头市石拐区五当召镇新曙光村村民在爱
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蔡冬梅蔡冬梅 摄摄

农闲时节，兴安盟突泉县宝石镇文化体育馆又热
闹了起来，各村文艺爱好者积极登台表演，或唱歌或
跳舞或进行诗歌朗诵……各村群众纷纷涌来观看精
彩演出。演出间隙，村里的志愿者上台开展村规民约
宣传，逐条分析这些约定条款对老百姓的好处，台下
村民们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在包头市固阳县怀朔镇，为了改变村民办宴席时
铺张浪费、要高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当地从“代
东”身上先下手。将 11位村“两委”班子成员培养成
移风易俗代东队，对每次宴会举办的形式、规模、流程
给予合理引导。有了代东队“撑腰”，办事宴的村民不
再背负舆论压力，慢慢地，思想也就转变了。

乡风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基石，一头连着家庭生
活，一头连着社会发展，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
人心的铸魂工程。近年来，内蒙古各地通过开展形式
多样的活动，农村乡风正气得到广泛弘扬，铺张浪费、
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逐步遏制。越来越多
的村镇建立了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理事会、
禁毒禁赌协会、村规民约“四会一约”制度。如今，走
在干净整洁的村头巷尾，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一幅
幅彰显幸福底色的文明画卷正在农村牧区各个角落
徐徐展开。

破旧立新 倡导文明新风

“记得我们小时候，村里办红白事相互攀比、铺张
浪费现象严重。一到冬季，随礼的钱就能把人愁死，
胡吃海喝几次，一年收入没了……”

“丧事大办显孝顺，婚事大摆图热闹，举债建房撑
面子，那个时候谁家不这么干，左邻右舍都看不起
你。”提起以前的陈规陋习，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白
庙子镇前一间房村的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
停。

为了加大对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的治
理力度，该村在2024年重新制定村规民约时，专门更
新了移风易俗等内容，对红白喜事采取约束性措施。

“你们就应该自觉抵制高价彩礼，不要把仪式和
婚俗作为衡量婚事的标尺……”白庙子镇妇联主席云
春燕经常结合生活中的身边事，引导身边的年轻人要
转变思想观念，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不能让高额彩礼绑
架了美好婚姻，我们不要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作为
土默特左旗抵制高额彩礼的志愿劝导员，郭彩英打听
到周围有准备举办婚礼的家庭，她便第一时间上门劝
导，长辈们一定要改变思想观念，打破陈规陋习。

2024年，土默特左旗多部门共同行动，通过开展
相亲会、设立承诺签名墙、成立抵制高价彩礼志愿劝
导队、开展普法宣传、在婚姻登记处为领证青年发放
倡议书等形式，全面革除婚俗陋习。

在兴安盟科右中旗，为打通移风易俗宣讲“最后
一公里”，2024年该旗以“村里人讲村里事、村里事教
育身边人”为主题，打造了接地气且群众喜爱的《村闻
联播》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将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好人好事、孝老爱亲、文明新风、国家政策、产业发
展等，用乡音土语讲出来，让群众在参与中知悉恩从
何来，惠在何处。”负责该节目的科右中旗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村闻联播》已在“文明科右中旗”微信公众
号上发布节目视频 20期，463名农牧民群众参与录
制，累计播放量达76730多次。主播主要由各嘎查第
一书记、党支部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后备干部、普通
群众等轮流担任。下一步还将根
据实际情况，扩大播报范围，让更
多群众在潜移
默化中受益。

党员引领 带头树立榜样

“儿子结婚时，我把餐标从 1000元降到 800元，
婚礼流程也优化了5项。刚开始亲戚们还有点顾虑，
怕别人说闲话，最后大家都认同，说我带了个好头。”
包头市固阳县怀朔镇兴圣公村党支部书记郭四根作
为当地移风易俗代东队的成员，率先垂范，带头践行
新风正气，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

随后，郭书记大哥在嫁女儿时也未收彩礼；邻村
杨家在为女儿举办婚礼时，也通过简化流程、少收彩
礼，为新婚夫妻节省了 1万多元。现在，整个兴圣公
村红事宴的礼金平均下降了100元，以前结婚动辄二
三十万的彩礼，现在不要彩礼和彩礼下降的家庭占比
超过60%。

为了从思想上改变村民的旧习俗。2022 年 5
月，固阳县将 11位村“两委”班子成员组成移风易俗
代东队，开展了“邀你算清明白账”活动。村民在填写
调查问卷过程中都表示红事宴不挣钱，白事宴亏钱
办，并且家家办事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餐桌浪费现
象，礼金上涨也成了负担。

针对村民们的苦恼，代东队首先从奖励入手。对
于能够带头践行降餐标、降礼金、减彩礼的村民给予

“道德积分银行”奖励，并且给予认领怀朔镇星级文明
户中的“移风易俗星”。为了扩大宣传范围，代东队自
成立以来，开展移风易俗宣讲活动 67场，累计服务

“红白事宴”68场。在婚事新办成为新风尚的同时，
白事简办也效果显著。之前当地老人去世家属都要
请3班鼓匠，现在很多人家都改成了1班，仅这一项就
能节省花费近1万元。

在实践和宣讲的双重努力下，代东队不仅为每场
宴会平均节省5000元左右，而且还全面破除了高价
彩礼、铺张浪费、相互攀比等陈规陋习。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在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了引导村民向上向善，各村采
取“支部牵头、党员带头、代表参与、村民审议”的方
式，立足聚民意、接地气、树新风，把村规民约与村委
会当前的工作相结合，并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和建议，
通过不断修订完善，实现“量体裁衣”，让村规民约上
合政策、下顺民心。

2023年，乌审旗嘎鲁图镇沙沙滩村——村规民
约口袋书“约”出文明新风移风易俗案例在自治区农
村牧区移风易俗典型案例评选中荣获优秀奖。如今，
走进沙沙滩村，除了看得见的环境悄然发生变化，看
不见的民风也正润入心田，村里的大小事务得到了村
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私搭乱建变少、邻里互帮互助
增多、家庭关系更为和谐。

群众参与 共创文明家园

隆冬时节，广袤的土默川大地上，处处洋溢着农
牧民冬闲的喜悦。村民
们积极参与丰富的文艺

活动，其间还频繁地讨论着一些新
词：低彩礼、积分制、红灰黑榜、道德
超市……

“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不
仅自己住着舒心，邻里之间也能相
互学习。我们平常看到大门外有垃圾都会主动打扫，
毕竟整个村子的环境卫生好了，每个人都受益。”今年
67岁的李秀兰是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小里堡村村
民，因为环境卫生搞得好，每次评比都能得积分。等
攒够一定数量的积分，就能去村里的道德超市换取日
用品。

“为推动乡风文明，我们设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
‘红灰黑’榜，全村划分成10个片区，每月开展一次评
议活动，同步设立道德超市，对于积极参与村内理论
宣讲、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对遵
纪守法、移风易俗、孝老爱亲等方面走在前列的村民，
进行积分兑换奖励。”毕克齐镇小里堡村党支部书记
黄金豹信心满满地说，为拓宽民声反馈渠道，村里还
设立了“您来问我来答”的“民生回音壁”，实现了为民
服务与民生需求的高效对接、高质量落地。

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在推动移风易俗方面，同样
注重群众参与、故事分享、积分管理等举措，形成了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
尚。目前，当地通过村民议事会共同商讨，制定符合
实际、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及积分制办法，以 35个

“文明团结超市”为抓手，推行积分制管理，让群众成
为文明新风的制定者、执行者、评议者和受益者。

近年来，内蒙古各地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广泛征求
村民意见，充分发挥村民理事会宣传、监督作用和村
规民约的约束和教化作用，进而让村民实现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发展，形成了
基层自我治理的长效机制。

移风易俗树新风，乡风文明展新貌，这是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但是，移风易俗并非一蹴而
就的事情，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长期的坚持和努力。
文明，始于心，践于行。当前，内蒙古各地正通过“讲”
在平常，“做”在日常，“抓”在经常，持之以恒地推进和
践行移风易俗、基层治理，重塑乡村
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不断为乡
村善治摸索可靠
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