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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月专刊 2】

常州市：以“三新三进”助推新风“焕”旧俗

南通市：“三个突出”推动移风易俗宣传走深走实

新沂市：做实群众工作，常抓不懈移陋俗、扬新风

东台市：为婚俗改革“减负”、文明新风“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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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以“三新三进”助推新风“焕”旧俗

常州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改进创新工作理念，通过“线

上+线下”“传统+创新”等多种形式开展移风易俗系列活动，让

陈规陋习“沉”下去、新风新貌树起来。

一、借力新的传播方式，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在报

纸和化龙巷等新媒体平台开设“晚 8 点”话题专栏，发布“简

办不减爱”新式婚礼、“压岁红包”等热门话题，引起 10万+网

民群众阅读讨论。制作典型模范倡导移风易俗拜年视频，“常州

宣传”微信公众号推出《莫让压岁钱“压碎”年味儿》《燃？禁？

“年关”未竟的话题》等系列评论性文章，持续引导市民践行

文明新风。设计发布创意 H5“我为移风易俗，文明过年代言”

活动，并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朋友圈等形式，发动 102317

位代言人传续接力，多角度多层次扩大宣传教育范围。

二、用好新的宣讲群体，让文明新风融进百姓日常。依托

“理论江南燕”宣讲品牌，组织宣讲志愿者通过小讲座、微宣

讲、大喇叭等多种形式，用“小切口”讲述“文明新风大道理”，

1 月份“江南燕”理论宣讲数据感知平台开展“迎蛇年新春 育

清廉家风”等宣讲百余场。天宁区创新开展“新春走基层 理论

小剧场”活动，6 名经验丰富的理论宣讲员结合常州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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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讲文化传承、非遗习俗，现场吸引 60余位居民驻足聆听、1.8

万人次在线观看。金坛区充分发挥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的示范

作用，组织各类典型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以身边人身

边事宣传新时代好家风。

三、丰富新的活动内涵，让文明新风走进群众心里。坚持

把移风易俗与文化服务、节庆民俗相结合，举办常州市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由市级部门单位组成的 23家

志愿服务队，把文明新风、文化非遗等百余项志愿服务活动送

到百姓身边。举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座谈会，开展“迎新春 赏

年画 送万福”“非遗传承过大年”等系列主题活动 120 场次，

累计送出春联、福字和非遗作品等 3 万余幅，发放《移风易俗

常州公约》《常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各类宣传资料 15万份，

切实用优秀传统年俗充实百姓生活、摒弃陋习陋俗。

南通市：“三个突出”推动移风易俗宣传
走深走实

南通市以“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为契机，突出创新宣传、

群众自治、典型示范，着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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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创新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在海安谭港村举办全

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文明实践广场集市活动

精彩纷呈，村“BA”五人制篮球赛火热开赛，特色文艺节目串

烧、全国移风易俗优秀作品木偶剧《喜事新办》、海安快板《更

俗》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以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移风易

俗。组织开展“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有礼暖通城”文明过春

节接力活动，通过海报、公众号以及“H5”等方式制作刊播《文

明过春节倡议书》，全方位、全覆盖倡导度过文明和谐、平安健

康的“幸福年”。结合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明实践集中服

务活动，向群众普及移风易俗主题知识，呼吁在春节期间自觉

抵制高额彩礼、互相攀比等不良风气，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移风

易俗深入人心。

二、突出群众自治，强化基层治理。推动各村（社区）拓

展现金激励、超市购物折扣等积分兑换形式，组织在春节前夕

集中兑换，“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化新风”的生动局面日益显

现。健全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积极开展

婚丧嫁娶服务、邻里互助和道德评议，评准“星级文明户”，评

实“好母亲”“好媳妇”“好公婆”等，充分激发群众参与基层

治理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村规民约在引领文明乡风、加强基层

治理、推动移风易俗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大传诵普及力度，形

成“我制定、我承诺、我执行”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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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典型示范，引领文明新风。加强对道德典型、身

边好人的慰问礼遇，依托公众号、视频号等平台加大先进典型

事迹宣传力度，用身边的榜样感召人、带动人，进一步在全社

会营造“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良好风尚。严格要求党员干

部带头宣传移风易俗政策，积极投身文明乡风建设实践，鼓励

在破除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上树立榜样、做出样板，

让文明乡风蔚然成风。鼓励各类典型践行文明殡葬，主动引导

群众到公墓、陵园、“集中办丧点”文明祭祀，采用“网上祭扫”

“鲜花祭扫”等绿色低碳祭扫方式，不在停车位、广场、公园

等公共场所操办，弘扬文明祭扫新风。

新沂市：做实群众工作，常抓不懈移陋俗、
扬新风

新沂市针对春节期间本地城乡风俗特点，深入开展“移风

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强化系统思维，抓住关键环节，坚持

多措并举，推动乡风文明和群众精神风貌不断提升。

一、营造浓厚氛围，凝聚群众共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传

播优势，录制春节期间“文明祭扫禁放烟花炮竹 移风易俗弘

扬时代新风”音频，利用电视台、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放。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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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移风易俗优秀事例展播，线上线下展播巡展 54 次，邵店镇、

墨河街道等镇村的经验做法受到群众普遍认可。组织开展“传

统年俗与现代风尚的对话”新风讲座 19场次，吸引线上线下观

众 1.1 万人次。在“文明新沂”公众号、新沂融媒等平台，发布

“元旦”“春节”《移风易俗倡议书》，累计浏览量达 8.7 万次，

依托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殡葬服务机构发放文明殡葬倡议

书 12 万张。婚姻登记处向新婚夫妇发放《致全市新婚夫妇的一

封信》266 份，开展婚前辅导 140 余人次，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婚

恋观、家庭观。

二、丰富活动形式，吸引群众参与。举办第五届移风易俗

主题巡演 21 场次，紧贴农村群众生产生活新特点，注重将宣传

引导、文艺表演与喜庆年味相结合，编排柳琴戏《退彩礼》《“礼”

你不“礼”你》和土语快板书《窑湾盛开文明花》等优秀作品，

不断丰富节日期间群众文化生活。结合“缤纷的冬日”“我们的

节日”等主题，市文明办联合市妇联、团市委、市文联等部门，

组织开展剪纸、漆扇、书法等“清风民俗”体验活动 58 场次，

在润物无声中传承传统文化、传播新风理念。市镇村三级举办

“清正家风”主题“道德讲堂”活动 70余场次，推动好家风带

动好民风。指导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吾悦广场等实践点开展

移风易俗市民街头答题活动 30余场次、签名承诺活动 12场次，

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活动。



— 7—

三、强化制度约束，推动群众自治。注重发挥群众主体作

用，连续 5 年开展村规民约“评一评”“议一议”“晒一晒”活

动，将婚丧喜庆事宜作为重点，组织 34个村村民代表商议优化

村规民约，并依托“文明新沂”公众号推出村规民约系列展示，

引导群众从“要我为”的强制被动转化为“我要为”的主观自

觉。持续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等群众自

治组织作用，宣传并落实《新沂市移风易俗管理办法》《新沂市

八提倡八反对》等规定内容，让移风易俗有章可循，切实为农

民减轻人情负担。窑湾镇以“五美窑湾积分制”为抓手，引导

群众“积”出美德、“兑”出实惠，并将积分情况作为评选“文

明户”“好媳妇好婆婆”的重要依据。

东台市：为婚俗改革“减负”、文明新风“加分”

农历腊月是春节亲友返乡和举办婚礼的高峰期，东台市注

重以“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动为契机，以婚俗改革为重点，

多措并举、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

一、以心焕新，释放婚俗改革“乘数效应”。全市 17 个家

庭文化宣传教育站和 351 家婚俗倡导会，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

礼仪，将婚俗改革与群众自治深度融合，夯实婚俗改革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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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坚持把倾听群众呼声放在首位，积极探索群众反映问题

的解决方案。针对农村群众反映的“吃席路途远”“酒店费用不

低”等问题，许河镇四仓村、弶港镇巴斗村率先示范，23个村

将文化大礼堂及配套设备借给村民举办婚宴，一场婚礼平均节

省近 4000 元，乡村文化礼堂成了村民家门口的“幸福礼堂”。

市婚姻登记中心积极回应群众“婚纱闲置浪费、租赁费用高”

的抱怨，配套建设婚礼中心、汉服馆等，提供户外婚礼、集体

婚礼等多样选择，省时省力又省钱。

二、以讲换奖，树牢人生大事“加减法则”。强化纪律监

督力度，督促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严守“公职人员婚前谈话”“操

办婚嫁事宜报告备案”“违规操办婚嫁事宜歪风查办”等三项婚

俗改革制度，发挥示范作用，从纪律层面助推婚俗改革“讲出

好政风”。鼓励新婚夫妇“出镜宣讲”，常态化开展“东台婚俗

改革青年说”等活动，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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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车婚房要从

简、婚宴要从简、礼仪要从简、礼金要从简”的婚俗新倡议，

在“五讲四简”中“讲出好家风”。免费向新婚夫妻发放《新东

台·好家风优秀故事汇编》等婚俗文化书籍，制作《董哥哥与

仙仙妹》婚俗改革系列动漫影片并在车站、景区、超市等场所

循环播放，推出小戏《明天我就嫁给你》、小喜剧《婚介风波》、

小品《面子》等婚俗改革主题文艺作品，以优秀作品“讲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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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

三、以爱唤爱，书写文明婚俗“联合考卷”。秉持“关口

前移、贴近群众、主动服务”的理念，打造婚恋一体服务模式。

依托“天仙缘”小镇、黄海森林公园爱情圣地、结发街爱情艺

术长廊等爱情打卡地，推动“婚俗+文创”“婚恋+文旅”等爱情

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擦亮“西溪喜事”特色婚俗文化品牌，

举办“西溪喜事文创展”，免费开放海春塔苑等旅游景点以及“曹

府招亲”等婚俗文化沉浸式体验，推出的《天仙缘》《寻仙缘》

大型实景秀表演，塑造“董哥哥仙仙妹”爱情文化 IP，深受市

民喜爱与好评。春节期间为新人提供森林婚礼、汉服婚礼等多

种集体婚礼预约服务，推广“盐之有爱”中式结婚誓词，邀请

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等先进典型为新人颁证，聘任婚姻家庭咨

询师、心理咨询师、法官、律师等 30 名志愿者，通过“东台幸

福讲堂”“线上新婚夫妇课堂”等平台，为新人提供一对一的婚

前指导、新婚俗宣讲、心理辅导和法律咨询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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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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