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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约”出文明乡风
黔东南州渡马镇建“合约食堂”

当地利用闲置学校、集体仓
库等资源，整合部门项目建设资
金、社会能人捐助等，建起了“合
约食堂”。“合约食堂”明确了承办
宴席的种类、标准、规模、申报流
程等。

同时，群众推举成立“寨管
委”，负责“合约食堂”的管护，村
上会安排专人对每场酒席进行监
督，对违反规定行为及时劝导制
止，对不听劝导的，由“寨管委”、
村两委共同对当事人和酒席主办
者批评教育，并取消“星级文明
户”的评比。如今，通过“合约食
堂”实现了“四减”，即减少办酒成
本、减少安全隐患、减少环境污
染、减少办酒数量。

“简”掉陈规陋习
山东龙口市制订丧事简办标准

近年来，龙口市通过出台丧
事简办补助办法，从不撒纸钱烧
冥币、不披麻戴孝三跪九叩、不设
宴待客事后酬劳、不超标准使用
骨灰盒、不建造超规模坟墓、不使
用非法车辆运送遗体 6 个方面，
对丧事简办的标准全面细化量
化。比如对于丧事由村（居）红白
理事会办理并达到简办标准的龙
口户籍逝者，给予事主1000元补
助：对于采用海葬、花葬、树葬、草
坪葬等新式生态葬法，不建墓穴、
不留坟头的，再给予事主2000元
补助。

“签”来时尚新风
江苏沭阳县拒绝“升学宴”

作 为 苏 北 人 口 和 教 育 大
县，沭阳县为整治“状元酒”，从
2020 年开始，当地便开展“拒绝
升学宴 引领新风尚”主题活
动，全县 9 所高中的校长联名发
布“倡议书”，组织“不办升学
宴 健康成长行”万人签名承
诺，鼓励通过“一杯清茶表谢
意”“一张合影留纪念”“一页贺
卡送祝福”等形式，向老师及学
校表达感恩之情。如今，通过
倡导新风尚，每个升学季全县
减少浪费达3.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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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今年32岁的陈灵巧，与女友爱情长
跑7年多，终于在今年春节前结婚。

陈灵巧给的聘礼不是高价彩礼，而
是两份养老保险。同时，他的婚礼也没
有按惯例请乐队表演，取而代之的是邀
请金婚夫妇分享婚姻成功的秘诀。

为何陈灵巧的婚礼如此特别？

婚事新办
让爱简约不简单

两年前，陈灵巧和女友便有结婚的
打算，但女方家提出需要10万元的彩
礼，这让陈灵巧犯了难。

陈灵巧出生在大足区金山镇金山村
的一个普通家庭，大学毕业后在当地一
家工厂打工，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存
款并不多。“不吃不喝，要两年才能存够
彩礼钱。”无奈之下，他只好向母亲郭朝
芝求助。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我和你爸来想
办法。”郭朝芝在电话那头安慰他，“结婚
是大事，大不了再多种点地，你爸上城头
再找点活儿干。”

郭朝芝夫妇是金山村的农民，老两
口靠种庄稼、养鸡喂猪、种植柑橘等挣钱
养家，一年收入不到6万元，还有一个女
儿在上大学，每年学费和生活费要开销2
万多元，一年下来存不了多少钱。靠做
体力活儿赚钱，是他俩想到的唯一办法。

当郭朝芝一家正为彩礼发愁时，金山
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周彬来到了她家。

“彩礼原本是一种传统习俗，但一些
村民把它变成了高价彩礼，而且互相攀

比，我们这里彩礼钱分为6万元、8万元、
10万元，甚至更高。”周彬告诉郭朝芝，为
了狠刹这股歪风，去年，金山镇按照婚俗
改革试点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探索开展
整治高额彩礼等陈规陋习，引导村民以

“养老保险”替代部分彩礼。
“这倒是个办法，既让晚辈尽到孝

心，又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郭朝芝说。
于是，双方家庭经过协商，女方父母

同意让陈灵巧每年为他们购买养老保
险，省下来的彩礼钱用于购买新房。

彩礼问题解决后，如何举办婚礼又
成了双方讨论的焦点。女方家认为，既
然彩礼换成了保险，婚事就要办得体面：
接亲的婚车要有10多辆，举办婚礼要有
大舞台，有专门的乐队……

周彬则向他们建议，大足推出了喜
事新办的集体婚礼、公益婚礼、公交婚
礼、旅行婚礼等，可供年轻人选择。“如何
举办婚礼交给孩子们来决定吧！”

女方父母态度软了下来。
今年1月，陈灵巧与女友报名参加了

一场集体婚礼。“我俩通过互签婚书，互
赠信物的形式，取代了过去低俗的婚
闹。同时，金婚夫妇还给我们分享了他
们的婚恋故事，很特别，很有纪念意义。”
回想起大半年前的这场婚礼，陈灵巧脸
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举
办简约而有个性化的婚礼已成为新趋
势，比如大足用购买养老保险，丰都用购
买鱼塘等方式，来替代高额彩礼。下一
步，将鼓励各区县探索多种多样的婚事
新办形式，树立巴渝文明乡风。

丧事简办
既寄托哀思又不丢面子

与大足倡导喜事新办不同，开州则
把整治大操大办作为移风易俗的重点，
尤其是提倡丧事简办，降低村民负担。

8月30日，开州区义和镇芦溪社区
党委书记邓学海向记者介绍，从2013年
开始，村里举办丧事就开始了攀比之风，
一场丧事下来，少则花费10多万元，多
的在20万元以上。

义和镇与四川省开江县梅江镇接
壤，户籍人口有3万多人。与当地其他乡
镇（街道）相比，经济条件并不算好，但红
白事很讲排场，尤其是年龄越大的老人
去世，越要办得“风光”。

邓学海算了一笔账，丧期办一场50
桌左右的酒宴，每桌菜品至少20个，其
中必须要有海鲜。酒水管够，香烟至少
100条——除酒宴上使用外，帮忙的人要
每人发一包。举办这样的酒宴，怎么也
要四五万元，这还不包括车队、乐队、烟
花爆竹、哭丧、立碑圈坟等支出。

久而久之，不少村民对丧事的大操
大办感到反感，他们认为，这样的丧事完
全变了味儿，重心不再是对逝去亲人的
悼念，而成了大家的相互攀比。2018年
4月，大家同意将杜绝丧事大操大办写进
村规民约，同时组建红白理事会，通过村
民自治刹住攀比之风。

村规民约制订容易，但要真正推行
却很难，谁都不愿意率先尝试，怕为了省
钱而丢面子。

老党员罗兴明（化名）的父亲过世，
为响应村里号召，他决定简办丧事——
只设10桌酒席、不收亲戚之外的礼钱、
追悼会只举办1天……一场丧事下来，仅
花费了一万多元，这对家庭条件一般的
罗家来说，负担减轻了不少。但同时他
心里也惴惴不安，担心村民议论他小气。

得知罗兴明的担忧后，邓学海带着村
干部以及红白理事会成员上他家主动帮
忙操办。同时，邓学海还给前来参加葬礼
的村民做起了思想工作：“不是老罗吝啬，
是为了响应政策。一家有事百家忙，家家
户户都到场，邻里之间搭把手……”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我市大力倡导丧葬移风易俗，利用村规
民约，对丧事的礼金、桌数、菜品等进行
严格限制，既寄托了哀思又不丢面子。

小事不办
邻里矛盾少了关系更亲了

相比于喜事新办、丧事简办，老百姓
对不办“无事酒”更是大力支持。南川区
兴隆镇永福村村民任晓雅（化名）对此深
有体会。

8月28日，任晓雅向记者展示了家
里的账本，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收支情况，
去年的总收入9万多元，总支出11万元。

为啥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40岁的任晓雅是村上的一名临聘人

员，丈夫传光勇在当地跑货车，两口子一
年收入加起来有近10万元，扣除生活开
支、娃儿学杂费以及4个老人的医疗费，
一年照理说还能有3万多元结余。“哪里
存得住哦，一年份子钱就要遭五六万
元。”任晓雅无奈地说。

搬家办酒、孩子满月办酒、生日办
酒、升学办酒、买车办酒……名目繁多的

“无事酒”层出不穷。任晓雅说，“酒”多
了，自然礼金就无法承受。“碍于面子，实
在没钱，哪怕借钱也得随礼。”

在永福村，哪家整酒都会邀请人缘
很好的任晓雅和村党委书记鲁盼，最多
时一天赶了近十场酒。

既然大家对“无事酒”都很痛恨，酒
席为何还要无休无止地举办呢？

“其实，大家都觉得这种吃请的风气
不好，别人请你，你不可能不去，你这次
参加了别人的，又觉得不回请就吃亏了，
所以找机会自己也办酒席。”鲁盼说。

按照区里要求，今年5月，永福村将
禁止“无事酒”写入村规民约，并完善了
红白理事会，通过村民自治来倡导村民
不办“无事酒”。

任晓雅的婆婆冉桂春5月10日满
七十岁。“妈，我在村里上班，要是别人
看见我们家还在整酒，影响不好；你儿
子又是党员，在不办‘无事酒’上必须要
带头……”任晓雅言辞恳切，动之以情，
一番沟通后，冉桂春决定不办酒。

生日当天，任晓雅夫妻俩买来鸡鸭
鱼，做了一桌子菜。“这些菜经济实惠，有
了和谐的家风，比办啥子酒都强。”冉桂
春笑着说。

如今，村里已连续几个月没有接到
“无事酒”的举报。大家说，“酒”少了，钱
也能攒下来了，邻里的关系也更亲了。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基本形成了
不办理、不参与“无事酒”的良好风气。
下一步，将利用乡村大喇叭、小品、快板、
话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文明新
风传播好，做到入脑入心。

近日，河南某
乡 镇 一 新 郎 将
18.8 万元礼金转
账至新娘个人银
行账户，新娘家人
认为没有直接收
到礼金，便阻止婚
车离开的视频登
上热搜，引发全国
网民对农村地区
移风易俗的广泛
讨论。

彩礼本是中
国古代流传至今
的一种婚嫁习俗，
可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在一些地
方，这一习俗“染”
上了奢侈、攀比的
不良风气，逐渐
“变了味”，成为敛
钱的一种手段。

推进移风易
俗，让“烧钱”的农
村婚丧嫁娶“减
负”，重庆做出了
哪些探索？近日，
记者走进大足、南
川、开州等区县进
行采访调查。

今年1月，大足区11对新人参加集体婚礼。（受访者供图）

南川区在
骑龙镇石岗村
宣传移风易俗
新规。
（受访者供图）

沙坪坝区
丰文街道三河
村举办简单却
温馨的村宴，
村民们聚在一
起热热闹闹喜
迎新春。
（受访者供图）

8月15日，我市举行乡村民俗展示展演活动，主持人介绍新时代婚事新办“五礼”。
记者 赵伟平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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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山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