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文明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经济的繁荣

上，更体现在良好的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精神

面貌之中。近年来，临县城庄镇将“余事不

办”作为移风易俗重点工作内容，为村民的各

类喜庆事宜划出清晰红线，全力遏制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之风，努力营造文明、节俭、和谐

的乡村氛围。

城庄镇地处城乡接合部，人口构成复杂，

不同的经济条件、文化素养和风俗习惯使得破

除陈规陋习的任务异常艰巨。为了让“余事不

办”有章可循，城庄镇各村（社区）通过推广村

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章程范本，结合本地实际

情况，做出了具体规范：明确除婚丧事宜外，满

月圆锁、庆生祝寿、升学入伍、建房乔迁、商铺

开业、百日周年等喜庆事宜一律不办。若因特

殊情况确需操办，也仅限于家庭成员或直系亲

属范围，并且坚决反对收受礼金。这些规定既

贴合群众生活实际，又充分考虑到了人情世

故，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可和支持。

为了确保“余事不办”规定的有效执行，

城庄镇各村（社区）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会长

由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任，成员包括村里

有威望、懂习俗、群众信任度高的乡贤和“总

管”。红白理事会建立了明确的职责和章程，

完善了红白事登记台账。一旦有村民计划操

办喜庆事宜，理事会成员会第一时间上门发

放告知书，宣传“余事不办”的相关规定，引导

主家提前报备。在喜庆事宜操办过程中，理

事会还会派人进行监督，确保各项行为符合

规定要求，并现场拍照留存资料。通过这样

的方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督管理机制，让

“余事不办”从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为了让“余事不办”的理念深入人心，城

庄 镇 开 展 了 全 方 位 、立 体 式 的 宣 传 教 育 活

动。一方面，利用现代媒体手段，通过手机微

信群、快手、抖音、数字乡村 APP、农村大喇叭

等，广泛传播移风易俗的政策和意义；另一方

面，充分挖掘乡土文化资源，把移风易俗的政

策规定、好人好事改编成临县秧歌、道情剧、

小品、三弦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送到田

间地头和群众心坎上。同时，发放主题挂图、

口袋书、倡议书等宣传资料，让村民随时随地

都能了解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三年来，全

镇向新媒体推送相关内容 500余次，张挂刊播

标语 200余条，发放主题挂图 2600张、口袋书

1500本、倡议书 3000余份，使“余事不办”的知

晓率达到 100％，践行率也稳步提高。

在推动“余事不办”的过程中，城庄镇注

重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全镇 868
名党员干部全部签订《城庄镇党员干部带头

移风易俗承诺书》，严格落实喜庆事宜报告制

度 ，主 动 向 组 织 报 备 自 己 及 亲 属 的 相 关 情

况。他们以身作则，带头遵守“余事不办”的

规定，并积极做好亲属和身边群众的教育引

导工作。镇村干部、党员和先进代表还成立

了志愿服务队，有针对性地开展“一帮一、多

帮一”活动，主动为村民提供喜庆事宜的简办

服务，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通过党员干

部的率先垂范，带动了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移

风易俗，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城庄村村民张建飞原本打算给孩子大办

十二岁生日宴，城庄镇副镇长王雁得知后，深

入张建飞家中进行移风易俗“余事不办”的宣

传引导。王雁耐心地向张建飞讲解大操大办

的弊端以及“余事不办”的好处，经过一番劝

说，张建飞全家认识到了移风易俗的重要性，

答应不再大操大办，只邀请直系亲属共同为孩

子庆祝生日。像这样的例子在城庄镇还有很

多。通过有效的教育引导，越来越多的村民从

“天价彩礼娶不起、豪华丧葬死不起、名目繁多

的人情礼金还不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把有

限的资金用于培育产业发展和有效增收上。

城庄镇推行“余事不办”，不仅减轻了群

众的经济负担，还让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和

谐。过去，频繁的喜庆事宜让村民们疲于应

付，人情消费成为沉重的负担；现在，“余事不

办”的规定让村民们从繁琐的人情往来中解

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产生

活中。同时，这也有助于减少攀比之风，让乡

村社会更加淳朴、文明。“余事不办”划红线的

举 措 ，是 对 乡 村 文 明 建 设 的 积 极 探 索 和 实

践。通过明确规定、强化监督、广泛宣传和党

员带头等一系列措施，有效遏制了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让文明新风在乡村落

地生根。下一步，城庄镇将持续深化移风易

俗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余事不办”的成果，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让广大村

民在文明、和谐的环境中共建共享美好幸福

生活。 （李玉峰）

近年来，城庄镇把移风易俗作为改善社

会风气的关键行动，创新实施“12344”工作

法：确立一个操作规程，推行婚丧两卡（“恭祝

卡”与“慰问卡”），实施事前报备、上门引导及

检查三项管理，关注脱贫、监测、低保及易搬

户四类重点人群，把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余事不办、文明祭祀四个重点，以此推进乡风

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其中，在文明祭祀

方面的一系列举措，为全镇树立了良好典范，

让新风正气扑面而来。

城庄镇聚焦文明祭祀重点，从建章立制

“破题”。各村（社区）通过推广村规民约，明确

在清明节、中元节等祭祀节日期间，严禁在山

林、墓地等易引发火灾的区域焚烧纸钱、燃放

鞭炮，倡导采用鲜花祭扫、植树祭扫、家庭追思

等低碳环保方式缅怀亲人。同时，利用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文化墙、大喇叭、宣传单等多种

渠道，广泛宣传文明祭祀理念，将移风易俗政

策规定、文明祭祀的好处等内容，改编成临县

秧歌、道情剧、小品、三弦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节目，通过手机微信群、快手、抖音、农村大喇

叭等形式传播，让文明祭祀观念深入人心。三

年来，全镇向新媒体推送相关内容 500余次，张

挂刊播标语 200余条，发放主题挂图 2600张、

口袋书 1500本、倡议书 3000余份。

针对动态监测的脱贫户、低保户、易地搬

迁户等重点人群，一方面给予必要的关怀和

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文明祭祀观念；另一方

面，在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中，将文明祭祀作

为重要评选标准，评选出移风易俗文明户 45
户，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让大家学有榜样、行

有示范。全镇 868名党员干部全部签订《城庄

镇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承诺书》，严格落实

相关规定，做好亲属和身边群众的教育引导

工作，组织镇村干部、党员和先进代表成立志

愿服务队，在祭祀期间有针对性地开展“一帮

一、多帮一”活动，在重点祭祀区域进行巡查

劝导，引导群众文明祭祀。

在清明节等重要祭祀节点，城庄镇在各

主要祭祀场所安排专人值守，对焚烧纸钱、燃

放鞭炮等不文明祭祀行为进行劝导和制止。

工作人员现场向群众耐心讲解传统祭祀方式

对环境的危害以及可能引发的安全隐患，引

导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维护生态环

境和公共安全。

此外，城庄镇还积极组织志愿者开展“鲜

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等活动，为前来祭祀

的群众免费提供鲜花、丝带等祭祀用品，鼓励

他们用这些文明环保的物品代替纸钱香烛。

许多群众对这一活动纷纷点赞，并表示愿意积

极响应号召，从自身做起，践行文明祭祀。据

不完全统计，通过一系列文明祭祀举措的推

行，城庄镇减少了因祭祀引发的火灾隐患，群

众的环保意识和文明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城庄镇文明祭

祀的理念逐渐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越来越多

的居民在祭祀时选择文明方式，既传承了传

统习俗，又弘扬了时代新风。下一步，该镇将

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让文明祭祀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为建

设美丽幸福新城庄贡献力量。 （李玉峰）

为“余事不办”划红线

为文明祭祀树典范

长期以来，传统婚俗中的一些陋习

逐渐成为人们的沉重负担，大操大办、高

额彩礼等现象不仅耗费大量钱财，也偏

离了婚姻的本质。临县城庄镇敏锐地捕

捉到这一问题，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以

实际行动为婚事新办树立标杆，在全镇

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文明新风。

城庄镇针对天价彩礼“娶不起”等民

生热点，制定并推出《城庄镇关于全面推

进移风易俗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倡零彩

礼和“不要车、不要房、自己家业自己创”

的 新 型 婚 恋 观 ，让 婚 姻 回 归 爱 情 的 本

真。同时，鼓励彩礼变献礼，将“改口费”

“离母钱”用于为老人购买养老保险或缴

纳孝心基金，既传承了孝道文化，又赋予

彩礼新的意义。在婚礼形式上，提倡订

婚不操办，鼓励集体婚礼、公益婚礼、旅

游结婚等，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简约而富

有意义的选择；反对结婚迎亲雇用豪华

车队，提倡使用大巴车、中巴车集中乘车

的绿色迎亲方式，减少铺张浪费，践行环

保理念；坚决抵制恶意闹洞房、恶搞伴娘

等不文明行为，让婚礼氛围文明和谐。

为了将这些规定落到实处，城庄镇

各村（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会长由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任，成员包括村里

有威望、懂习俗的乡贤。红白理事会建

立明确职责和章程，完善红白事登记台

账 ，对 每 一 场 婚 事 进 行 全 程 监 督 与 指

导。在村民办理婚事时，红白理事会成

员会上门发放婚事“恭祝卡”，宣传移风

易俗相关规定，引导主家提前报备，明确

办事时间、地点、参加人数以及饭菜、烟

酒、礼金标准等。在婚礼现场，理事会派

人帮忙操持并监督，确保各项标准符合

申报内容，并现场拍照留存资料。通过

这些细致的举措，婚事新办在城庄镇有

了具体的操作规范和约束机制。

阳宇会村“00 后”小伙李鑫的婚礼便是一个成功范

例。婚礼由村里红白理事会的成员郭利利担任婚事总

管，他精心筹备，既让婚礼热闹体面，又严格遵循移风易

俗政策。从婚礼的策划到执行，郭利利按照规定控制各

项开销，不攀比、不铺张，为新人节省了费用，也让婚礼办

得温馨而有意义。如今，在城庄镇，像李鑫这样选择婚事

新办的家庭越来越多，零彩礼、不要车房、彩礼变献礼等

新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

除了具体的措施和实际行动，城庄镇还十分注重宣

传引导。将移风易俗政策规定、好人好事改编成临县秧

歌、道情剧、小品、三弦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通过手

机微信群、快手、抖音、农村大喇叭等多种形式广泛传

播。三年来，全镇向新媒体推送相关内容 500余次，张挂

刊播标语 200 余条，发放主题挂图 2600 张、口袋书 1500
本、倡议书 3000 余份，使移风易俗的理念家喻户晓。在

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中，城庄镇加大对“移风易俗文明

户”的命名力度，评选出 45户移风易俗文明户，让大家学

有榜样、行有示范。全镇 868名党员干部全部签订《城庄

镇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承诺书》，严格落实婚丧喜庆事

宜报告制度，做好亲属和身边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组织

镇村干部、党员和先进代表成立志愿服务队，有针对性地

开展“一帮一、多帮一”活动，主动提供婚丧服务，以良好

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好转。

城庄镇推动婚事新办，不仅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

更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下一步，城庄镇将持续深化移

风易俗工作，不断完善相关机制，让婚事新办的理念在这

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李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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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庄镇阳宇会村坐落于县城东北 8 公里

处，全村 677 户 1881 人，其中党员 52 名，常住

人口 413人。2021年被确立为乡村振兴示范

村以来，村集体紧扣镇党委“抓党建、强基础、

树新风、促振兴”工作主线，锚定“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文明祭祀”目标，探索出

一套贴合村情、群众认可的移风易俗实践路

径，让文明新风在乡土大地扎根结果。

党建引领定航向 精准破题强根基

群策群力凝聚共识。村“两委”将移风易

俗列为重点工作，多次组织“两委”成员、党员、

离退休干部、村民代表及乡贤召开专题座谈

会。镇党政主干亲赴阳宇会村主持片区移风

易俗座谈会，广泛征集民意、问诊开方，为工作

推进注入信心动力。建强组织民主治村。村

党支部牵头组建“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

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四会组织，经村民民主

投票选举产生成员，党支部书记兼任红白理事

会会长，并同步制定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实现

“组织建在一线、制度管到实处”。党员带头示

范引领。52名党员全员签订《党员干部移风易

俗承诺书》，以“自家事率先改、亲友圈带头管”

的担当，带动街坊邻里抵制陈规陋习。通过亮

身份、作表率，在全村形成“党员引领、群众紧

跟”的移风易俗浓厚氛围。

先行先试勇探索 示范引领立标杆

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阳宇会村以“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为准则，依托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文化墙等阵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将村

规民约遵守情况纳入文明户评选、公益性岗

位选任标准。创新建立“网格员排查—红白

事报备—一户一档管理”机制，形成“事前主

动申报、事中上门督导、事后台账留存”的闭

环流程。

移风易俗工作开展以来，累计登记白事

32件、红事 11件，劝导简化操办 20件，为全镇

总结提炼“三项措施”提供实践样本，形成可

复制的工作经验。

情理交融出新招 移风易俗暖民心

针对传统丧事大操大办问题，村“两委”

与红白理事会参照《城庄镇推行移风易俗追

思会操作规范》，将原先仅为去世党员举办的

追悼会延伸至全体村民。追思会以庄严简约

的形式缅怀逝者，既赋予告别仪式尊严感，又

传递党组织关怀，让家属在温情中感受文明

新风的价值。

截至目前，已发放红事“恭祝卡”、白事

“慰问卡”35份，举办追思会 16场。村民普遍

反映：“家庭矛盾少了、铺张浪费少了，节俭办

事成了新时尚。”移风易俗正从政府倡导转化

为村民的自觉行动，成为撬动乡村文明的重

要支点。

如今的阳宇会村，正以移风易俗为抓手

激活乡风文明“新动能”——从党员带头到群

众参与，从制度约束到文化浸润，婚事简办的

“甜蜜账”、丧事俭办的“温情账”、余事不办的

“减负账”已深入人心。这股文明新风不仅卸

下了群众的人情负担，更凝聚起乡村振兴的

精神合力，为示范村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倡导移风易俗 赋能乡风文明

5县域·临县组版：惠爱宏 刘生锋 责编：温元元 校对：白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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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临县宣传事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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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峰 高峰

城庄镇大抓移风易俗促进镇村面貌焕然一新城庄镇大抓移风易俗促进镇村面貌焕然一新

子女孝顺心情好子女孝顺心情好

移民社区新风貌移民社区新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