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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治理高额彩礼、减轻人情负担、推进移风易俗，

是省文明委部署的一项精神文明建设重点任务，是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举措，对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全省各地认真贯彻

落实省文明委工作要求，坚持高位推动，强化系统思维，抓

住关键环节，创新务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涌现出一批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做法。现将沭阳县、东台市

推进移风易俗的主要做法刊发如下，供各地学习借鉴。 

各地各部门要深化文明素质教育、注重实践养成、强化

制度约束，使移风易俗的过程成为培育广大干部群众文明健

康生活方式的过程。要把握好时度效，脚踏实地、锲而不舍

抓下去，推动移风易俗管理机制和工作制度基本健全，高额

彩礼现象逐步减少，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社会风尚更加浓

厚，群众人情负担明显减轻，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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沭阳县：“三治”结合扎实推进移风易俗 
 

近年来，沭阳县把移风易俗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推动、舆论引导、全民

参与‛的工作机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以减轻

‚人情负担‛为突破口，有效遏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陋

习，受到干部群众广泛好评。 

一是坚持自治先行，广纳民意、统一认识。召开移风易俗

工作推进会进行专题部署、业务培训，组织‚人情消费‛专

题调研组到各镇村开展人情消费摸底排查，发动各类媒体媒

介广泛发布‚扬文明新风 减人情负担‛意见征集启事。坚持

党委政府指导不主导、帮办不包办，突出村民自治原则，以

村（社区）为单位召开座谈会充分征求群众意见，通过党群

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修订完善体现‚人情新风‛要求的村

规民约或居民公约，对操办内容、宴请范围、随礼标准等事

宜作出具体规定。县委分管负责同志到各乡镇（街道）分别

召开党员群众、退休干部、支客等群体专题座谈会，与乡镇

（街道）主要负责同志、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驻村工作

组组长共同分析问题、寻找对策、凝聚共识。组织党员、企

业家、优秀青年、先进典型等群体带头签订‚人情新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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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书，示范带动广大群众签订承诺书，签约率达 85%以上，

使‚小规约‛成为群众办理婚丧喜事的‚硬杠杠‛。深入实

施‚净风 2022‛专项行动，以治理高额彩礼、丧事简办为重

点，明确操办事项和工作流程。推行升学礼、结婚礼、丧葬

礼等新办简办新模式，形成婚事新办、丧事俭办、喜事简办、

小事不办的文明新风模式。在 5·20、七夕节等重要节点，举

办‚拒绝高额彩礼  迈向幸福人生‛等主题活动，倡导‚不

要车、不要房、自己家业自己创‛的新型婚恋观。村（社区）

‚两委‛、民政等部门在丧户办理相关手续时签订丧事简办

协议，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把移风易俗、服务丧户作为拉

进干群距离、融洽干群关系的契机，第一时间上门送花圈吊

唁，对丧户进行慰问，免费提供播放哀乐的音响设备，使丧

事只播放哀乐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 

二是坚持法治保障，依法治理、压实责任。坚持常态长效、

常抓不懈，强化纪律约束，遏制陈规陋习，形成节约光荣、

铺张可耻的良好风尚。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人情消费减负‛

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制定

实施《关于开展‚减人情负担 扬文明新风‛主题活动实施方

案》《关于建立‚拒绝‘升学宴’  引领新风尚‛长效管理

机制的实施意见》等 12份规范性文件，将移风易俗纳入文明

城市创建考核，纳入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评选标准。创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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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方法，开展‚拒绝‘升学宴’ 引领新风尚‛主题活动，发

布‚9所高中校长联合倡议‛‚9所高中家长委员会附议‛，

组织‚不办升学宴 健康成长行‛万名师生签名承诺、‚共话

师生情‛主题班会、‚看家乡 话发展‛、‚送学仪式‛等内

涵丰富、仪式感强的活动，对积极践行承诺、参加志愿活动、

劝导亲友移风易俗的优秀准大学生，由县委宣传部、县文明

办向该大学生所考取的大学学生处寄发表扬信。据不完全统

计，一个升学季全县减少铺张浪费近 3.6亿元，3年来拒绝‚升

学宴‛为群众累计减少约 11亿元‚人情负担‛。针对丧事办

理陋习，制定《沭阳县白事移风易俗工作流程》，明确丧事

不摆电光门、电子拱门、电子花圈、氢气球，不送汤、不散

灯送程、不晾花圈、不迎祭桌和猪头三牲，不请吹鼓手、不

搭舞台、不演出，提倡本村人吊唁不在事主家吃饭，精简规

范的办丧流程切实让群众减少花费。严肃督查问责，县纪委

监委从严监督、主动作为，公开移风易俗专项治理举报热线，

设立网络举报平台，对操办行为实行动态巡查、明察暗访。

县文明办成立移风易俗专项督导组，组织人员每日到各村（社

区）开展实地检查，将丧事办理督查情况在‚文明城市创建

主要领导微信群‛内通报。2021年 10月以来，3名镇村干部

因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监管不力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0 余名镇

村干部被约谈，20 个村因移风易俗工作不力被通报批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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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镇村干部在乡镇会议上作表态发言。 

三是坚持德治引领，多方联动、形成氛围。充分发挥相关

部门职能优势，发挥党员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先进

典型等群体示范作用，为移风易俗树典型、做样板。县委组

织部部署开展‚人情减负我先行、党员干部作表率‛活动，

组织县乡村三级党员干部主动与党支部签订‚人情减负‛承

诺书，并将抵制高额彩礼、减轻人情负担纳入干部培训课程。

县妇联、团县委开展‚人情要减负 巾帼来践行‛‚不要车、

不要房，自己家业自己创‛等主题活动，帮助广大青年树立

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县文明办指导各乡镇（街道）用好

村民议事会、道德讲堂等载体，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情

减负‛互评互议，作为身边好人、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选

树以及‚最美丈母娘‛‚最孝顺儿女‛‚好公婆‛‚好媳妇‛

‚好邻里‛等各类先进典型推选的重要依据。县民政局在县

殡仪馆建设 10个集中守灵点，提供吊唁、治丧全程服务，在

便民利民中倡树丧葬新风。县文旅局将移风易俗典型事迹编

排为‚人情减负‛文艺节目，开展‚百场移风易俗演出进乡

村‛、‚新风宣传大篷车‛等活动，组织‚百姓名嘴‛说新

风、民间艺人唱新风、村民市民议新风，达到覆盖城乡、见

人走心的宣传效果。龙庙镇设立移风易俗专项引导资金，向

每个文明办丧的家庭发放移风易俗引导资金 300 元。钱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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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个新型农村社区设立‚新风大食堂‛，为前来办红白事

的群众免费提供办事场所、平价菜、司仪等便民惠民服务。

青伊湖镇实施‚文明小铺‛积分管理，将移风易俗事项纳入

积分标准，让群众的移风易俗实践转化为可量化的积分，通

过‚小积分‛攒出‚大文明‛。 

 

 

东台市：抓住三个关键  深化移风易俗 
 

近年来，东台市持续深化反对铺张浪费宣传教育行动和

文明乡风培育行动，传唱‚文明礼仪三字经‛、实施‚文明

礼仪十八条‛、印发《市民文明手册》，努力培育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社会文明新气象。 

一是抓好关键少数，以党风政风引领淳朴民风。市文明委、

市纪委监委联合印发《东台市倡树新风俗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构建市镇村三级联动、职能部门协同推动、群团组

织共同驱动的工作体系。市纪委监委完善公职人员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报告制度，畅通 12345政务热线、12388举报电话等

平台，受理公职人员违规操办、铺张浪费等问题线索。市委

组织部拍摄党员教育系列作品 12部，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到社

区报到，点派 395名党员下沉一线，劝停、减办红白喜事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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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场次。市文明办组织全市党员干部签订《党员干部带头移

风易俗承诺书》8.6万份，会同相关部门举办‚清正家风故事

会‛‚青春榜样说‛系列活动，持续以机关促进基层、公职

人员影响普通群众、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 

二是抓好婚俗改革，以新型民俗倡导简约民风。市民政局

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和 351家村居婚俗倡导会，利用 5·20、

七夕节等特殊时间节点，举办水上婚礼、汉服婚礼等多种形

式的集体婚礼。建设‚结发街‛‚董永七仙女文化园‛等婚

俗文化阵地，邀请法律顾问、道德模范、金婚夫妇传授‚幸

福密码‛，探索‚婚俗+文创‛‚婚恋+文旅‛‚婚庆+文明‛

新模式。市文明办牵头在全市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

园等先进集体中开展‚讲文明不低俗、讲传统不崇洋、讲内

涵不攀比、讲孝亲不忘恩、讲自立不啃老，婚车婚房从简、

婚宴从简、礼仪从简、礼金从简‛等‚五讲四简‛宣传教育，

将‚拒绝浪费、适度人情‛等准则延伸到‚乔迁宴‛‚生日

宴‛‚满月酒‛。目前，办事先备案、定点食堂、限定宴请

标准等‚新民俗‛获得市民广泛认知认同，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自治格局初步形成。 

三是抓好群众自治，以村规民约培育淳朴民风。市文明办

牵头修订市民文明公约、文明礼仪规范十八条 2.0版，印发市

民文明手册 17 期、76 万份，发放移风易俗问卷 10 套、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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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张，深入开展规范守则教育系列活动。各镇村组织村民参

与修订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村规民约，把移风易

俗作为必备内容。发挥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

会等群众组织作用，推选 487 名德高望重的‚老娘舅‛参与

移风易俗治理，设定人情、彩礼最高限额，引导群众自觉摒

弃高额彩礼、滥发请柬、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

市民政局牵头对农村殡葬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加强

农村演出市场管理。全面开展‚好母亲、好媳妇、好公婆、

好妯娌‛等推选活动，60%农村家庭获评‚文明家庭‛‚星

级文明户‛‚三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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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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