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风易俗工作涉及农村人际
关系问题，具有监管难、易反弹等
特 点 ，有 一 定 的 顽 固 性 和 反 复
性。朱寨村“对症下药”，坚持群
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通过健全组织、制定标准、建
强阵地、宣传引导、选树典型等

“五个一”工作法，确保移风易俗
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一是成立一个组织。成立红白
理事会，积极介入引导村里的红白
喜事相关事宜；对村规民约进行重
新收集修订完善，不求“高大上”，力
求“短实精”，用群众看得懂、易明了
的朴实话语，将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孝老敬亲、不搞封建迷信、严禁
私搭乱建、注重礼仪等内容纳入村
规民约之中，用制度化的形式引导
村民主动转变观念，改正不良思想
和陈规陋习。明确规定凡违反村规
民约的人员，本户不能享受年度村
里任何福利优惠政策（上级补贴除
外）；不得参加年度村里文明家庭、
好媳妇、好婆婆、好丈夫等评先活
动；严重违反村规民约两次以上的

人员，本人自愿写出检讨书，在村广
播进行通报。

二是制定一个标准。在充分尊
重乡规民俗和村情民意、遵守婚姻
和殡葬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按照红白事一切从简、文明理事的
原则，制定了红白喜事相关费用“五
不超”标准，即随礼不超过200元，待
客不超过15桌，一桌不超过300元，
一盒烟不超过 10元，一瓶酒不超过
30元。

三是打造一个阵地。将老村室
改造成“百姓大食堂”，由村“两委”
免费提供桌椅、餐具等宴席用具，红
白理事会对办理流程、标准要求等
进行明确要求，在帮助操办红白事
时，主动规劝事主按照移风易俗要
求操办。

四是组织一批节目。充分发挥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用，积极谋划
移风易俗特色活动，组织民间文艺
志愿服务团队开展移风易俗群众性
文化文艺活动，将新风故事融入演
出内容，编排有移风易俗扇子舞《抬
花轿》、快板《移风易俗树新风》、孝

道小品《醒悟》、三句半《移风易俗谱
新篇》等节目，用群众喜闻乐见和生
动活泼的民间艺术形式，演身边人、
说身边事，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新型
婚恋观。

五是推出一批典型。注重充分
挖掘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发布身边好人榜，近几年累计评选
十星级文明户 30 户、文明家庭 80
户、好媳妇50个、好婆婆50个等各
类先进，用村民看得见、学得来的身
边典型，推进移风易俗理念进入千
家万户，示范带动村民争当先进、争
做模范。

现在，朱寨村群众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村里呈现出“四多四少”喜
人成果：勤劳致富的人多了，游手好
闲的人少了；孝善敬老的人多了，违
法乱纪的人少了；健身锻炼的人多
了，喝酒打牌的人少了；争当先进的
人多了，好吃懒做的人少了。朱寨
村将继续紧跟党的脚步，深化移风
易俗，培育文明乡风，为提高乡村社
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而不懈努力！ （本报记者）

用好“五个一” 移风易俗成效显

文明村镇：汝州市温泉镇朱寨村

“三环节”破陋习“五个一”树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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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汝州市温泉镇朱寨
村坚持一手抓集体经济发展、一
手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狠抓人
居环境改善和乡风文明提升，有
力推动了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村容村貌彻
底改善，乡风文明蔚然成风，获
2021年度市级文明村镇，一幅“群
众富、乡村美、风尚好”的乡村振兴
画卷在朱寨村徐徐展开。

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朱寨村集体
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群众收入的大幅增
加，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互相攀比、厚葬
薄养、酗酒嗜赌等不良风气有所抬头，群
众对此既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朱寨村
党支部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把移风易俗
作为巩固村集体经济、创造美好生活的
根本举措，狠抓“三环节”，从根本上扭转
了陈规陋习和不良风气。

一是党员带头。建立完善党员干部
操办红白喜事报告制度，加强对朱寨村
党员干部操办红白喜事活动的纪律约
束，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广大党员干部
从自己做起，带头宣传倡导移风易俗工
作，带头文明节俭办红白喜事。

二是加强宣传。为增加群众对移风
易俗工作的了解，在全村营造移风易俗
的浓厚氛围，朱寨村采取建设文化墙的
方式，对街道两侧墙体进行粉刷彩绘，打
造移风易俗一条街，对孝善敬老、婚丧嫁
娶、新事新办和评选出来的文明家庭、好
媳妇、好婆婆、好丈夫等进行集中宣传。
用这些贴近群众、生动形象、寓教于乐的文
化墙，让孝廉文化深入人心，让移风易俗扎
根心灵，促进形成人人弘扬传统美德、家家
树立文明新风的生动局面。与全村888户
群众签订移风易俗工作承诺书，承诺按照
移风易俗要求操办红白喜事。

三是群众自治。朱寨村充分尊重群
众的主体地位，广泛征求群众对“一约四
会”建设、村规民约修订、红白喜事程序
和费用标准等的意见、建议，切实把群众
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同时，由村
民代表自发组建的志愿服务队，自觉承
担起监督全体村民移风易俗的作用，实
现“村民监督村民”。

抓住“三环节”
不良习俗从根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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