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史家训 留住美丽乡愁

孝善基金 传承敬老美德

集体婚礼 为婚事“减负”

典型引领 评出乡村“精气神”

移风易俗 狠刹攀比之风

“我宣誓：向大操大办、陈规陋习说不。我提倡：婚事简办，移风易俗从我做起。”今年1月16日，宁陵
县委书记李振兴亲自主婚，为该县10对贫困家庭新人主持了集体婚礼，他还代表县委、县政府送上了就业
岗位作为贺礼。在婚礼上，10对新人共同宣读《移风易俗新人倡议书》，向全县适婚青年发出了婚事从简的
倡议。

这是宁陵县举办的第三次集体婚礼。最值得一提的是宁陵县首届青年集体婚礼，2016年1月3日，一辆
由公交车扎成的“简单”花车载着9对新人，喜庆地驶进了葛天森林公园。在绿色公园里，9对新人放飞手
中象征爱情的白鸽，然后一人扶树、一人拿锨，把属于自己的爱情树广玉兰精心栽植好。

新人对拜、交换信物、共饮交杯酒、颁发集体婚礼证书……当新郎马向阳把戒指戴到新娘无名指上时，
新娘张玲玲已激动得热泪盈眶，她说：“这样的婚礼看着简单，对我们来说却是一辈子最难忘的记忆，大家
来共同见证我们的爱情，我们一定会携手走向幸福生活，把好的家风传承下去。”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因婚致贫”曾是宁陵在脱贫攻坚中面对的一大难题。宁陵结合实际，开始在全县
不定期举办集体婚礼，倡树新的婚庆观念。宁陵县委书记李振兴说：“通过举办集体婚礼，就是为了提倡新
事新办、婚事简办，倡导全县青年积极加入到移风易俗、脱贫攻坚中来，弘扬‘不要车、不要房，自己家业
自己创’的励志精神，向大操大办说不，向陈规陋习、繁文缛节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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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23 日，走进宁陵县率先建立的村史馆
——张弓镇管庄村史馆，一幅幅图片、一段段文字和一本
本书籍资料，全面记录了管庄村的历史沿革和村容巨变。
最引人注目的，是展柜里存放的几部泛黄的《宁陵县志》
和姓氏族谱，其中一部厚重的《宁陵县村史》，是大家最
爱翻看的。

“盛世修史，探索规律，功在当代，泽及后人。”这是
《宁陵县村史》序言中的一段话。为增强村民的归属感，
2017年开始，宁陵组织为全县 364个行政村修村史。如
今，河南省第一部完整的村史——《宁陵县村史》已经结
集出版，每个村都修建了村史馆，珍藏着属于自己村落的
那段历史。

记者看到，《宁陵县村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记
载着全县所有行政村的名称来历、历史沿革、村名故事、
文化民俗、传说故事、古今人物等 20多项内容，特别是
大篇幅介绍各村的“文明新风”“村规村训”，起到了教化
村民“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我们要让每个村民都知道自己和村子从哪里来，要
到哪里去，让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风吹满梨乡。”宁陵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洪锋说，该县还开展了“晒家训村
训、比家风村风”活动，在全县364个村委会倡导优秀村
训、编立优良家训，推出一批家训村训典型。同时，组织

“最美家庭”讲家风家训故事，引导人们积极传承夫妻和
睦、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树立家
国情怀，让核心价值观在家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以家
风正民风，以民风促乡风。

精彩的文化墙，厚重的村史，优良的家训，覆盖了宁
陵全县重点贫困村，在潜移默化地教育村民，传承了文
化、留住了乡愁。

改革开放新潮涌。如今，乡风文明与田园风光相互交
融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在葛天故里、酒都梨乡宁陵大地上
铺展开来，乡风文明正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注入乡村的灵魂，推动着民风乡风、人居环境、文化生活
的美丽蝶变。

持续移风易俗 文明乡风扑面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梨乡人民实现了从追求“富
口袋”到渴望“富脑袋”的转变。

秋风习习，行走宁陵乡村，新风拂面，风景如画。地处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宁陵县，在脱
贫攻坚战中，同步提升精神品位，打造精神高地，营造向上向善向美的强大社会氛围，用乡风文明勾
画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醉美”画卷。

红白喜事不比阔气比节俭，文明生活不靠督促靠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宁陵把移风易俗作为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采取建章立制、立体宣传、典型引领等措施，引导群众养成勤俭
节约、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升村民素养和乡风文明。

如今，精神文明建设在宁陵以春风化雨式的全民教育递次推进，宁陵逐步把移风易俗新思想变为
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营造了“移旧俗、除陋习、尚科学、倡新风”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张弓镇管庄村跟许多村庄一样，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道路实现户户通，房前屋后花红草绿，美化亮
化，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然而，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还是管
庄村红白事简办的新风尚。

管庄村红白理事会会长王明证今年 72岁，是村里德高望
重的人物，做了二三十年的红白事“大总”，他深有感触地
说：“红白事都是农民最看重的大事，刚开始不让大操大办，
群众还不理解，现在大家都认可了，都变成自觉行动了。”

而在几年前，乡村红白事大操大办、攀比现象很常见。如
今，这种现象，在宁陵乡村已成为过去。管庄村的王家玉去年
为儿子举办婚礼，仅待了6桌亲人，每桌不超300元。他算了
一笔账：如果按以往的“传统”，亲朋好友、邻居要待 30多
桌，每桌约500元花费，一场婚礼节省了万余元。

围绕新观念养成，摆脱旧习俗约束，在移风易俗树新风活
动中，宁陵县动了真功夫，做足大文章，取得了实效果。

“因婚丧致贫、因大操大办返贫，这与脱贫攻坚工作背道
而驰。”宁陵县县长马同和说，为刹住这股歪风，该县从2016
年开始在全县倡导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操办红白事，先在全县所
有贫困村率先推行红白理事会，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帮助
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协助操办村民婚丧嫁娶，将移风易俗写进
村规民约，让农村红白事操办有了章程：不请响器，婚事彩礼
不高于3万元、媒礼不超过2000元、红事每桌不超350元、白
事不超200元标准。大家共同执行、共同监督，没有攀比，得
到越来越多群众认可，再在全县全面推开。

为倡树新风，宁陵县利用乡村大舞台，广泛宣传“嫁闺女
不是卖闺女”“天价彩礼要不得”等新观念。有人不遵守新
规，咋办？对违规大操大办的村民，取消其参评先资格；是低
保户的，建议取消其低保资格；纪检监察部门对公职人员、农
村党员干部红白事加强监管，严查顶风违纪行为。

这样以来，红白事怎么办有了新标准，一切由理事会说了
算、由群众说了算，百姓的事让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据统
计，全县红白事这项支出，花费普遍降低1/3。

实践出真知。2017年1月，全市移风易俗现场会在宁陵召
开；2017年4月，全省移风易俗现场会，宁陵作为重点县进行了
观摩。经过两年来的全面推广，宁陵节俭操办红白事由被动执
行变成了自觉习惯，为全国、全省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推动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探索了新路，创造了经验，提供了方法。

每年春节前夕，是宁陵乡村最热闹的时候，各乡镇陆续在
各村庄开展好媳妇、好妯娌、好婆婆、乡贤、孝贤、美德少
年、致富能手、移风易俗先进个人等10项评选活动，让先进典型
披红戴花集中亮相，挨个上台领奖……

群众愿不愿，还看观念换不换。
改变群众保守的传统思想观念，关键在于让群众主动参与

进来，宁陵县注重抓典型，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结合脱贫攻坚，宁陵选择基础条件好的 30个示范村作为
试点，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氛围营造、机制体制建设等方面
进行全力打造，为全县移风易俗活动开展积累经验，树立典
范。同时，把选树先进典型作为引领民风的抓手，通过村级推
荐、乡镇初评、县级总评等方式，广泛开展移风易俗 10多项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促使村民积极主动勤奋努力、向善向美，
形成人人讲文明、户户争荣誉、村村比先进的文明新风尚。

目前，全县已有5人获中国好人榜提名，10人被评为河南
好人，18人入选商丘市道德模范。

2018年 6月 15日，在张弓镇姜庄村，50多岁的贫困
户王世福主动找到驻村第一书记杨杜魁，缴纳了 3000元

“孝善基金”。“百善孝为先，现在俺手里有钱了，就抢先
上交赡养费，让母亲老有所养，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老
王说话直爽干脆。

耿福荣老太太，是 2014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两
个女儿，已嫁到外村。听说村里成立孝善基金会，两个女
儿各自将 500 元赡养费转来，加上政府配套补贴的 100
元，耿福荣每月领到1100元钱。“这政策真好，政府不光帮
我们脱贫，还让儿女更孝顺了。”耿福荣脸上写满了幸福。

今年年初，宁陵创新农村贫困老人赡养模式，在所有
行政村成立扶贫孝善基金会，设立孝善基金。对于建档立
卡贫困户中 60 岁以上老人，由其子女为老人缴纳赡养
费，具体金额由子女自愿缴纳。赡养费先缴纳给村扶贫孝
善基金会，根据子女缴纳的金额，政府补贴缴纳额的
10%，最高每月补贴不超过50元，然后由村扶贫孝善基金
会按季度将赡养费连同补贴资金一并发放给老人。

2018年 5月，全县开展孝善基金的筹集与发放活动。
截至目前，共发放孝善基金 2480余万元，惠及 1.36万位
老人，落实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解决了贫困老人稳
定脱贫问题，还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形成人人争
赡养、户户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设立孝善基金，目的是弘扬敬老爱老传统，树立良
好社会风尚，引导激励贫困老人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宁
陵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洪锋说，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中，
该县避免方法生硬和空洞说教，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形
式实施，落细落小落实，取得了实效，得到了百姓认可。

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乡风文明是重要内容。

从宁陵开展“移风易俗新时尚 文明宁陵正能量”活动中我们看到，加强乡风文明建
设，让村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定，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多彩，致富路上也更有奔头。

移风易俗，任重道远。可喜的是，宁陵取得实效：移风易俗工作从最初的群众不理解、不支持，
到后来的被动执行，再到现在的齐声叫好。推进的是工作，换来的是民心所向。

宁陵的实践证明，制度往往能够更好地规范引导人们的生活，也更容易让群众接
受并参与其中。该县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让群众学有标杆、做有规

范，才更容易被群众更好地坚持下去，转化为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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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堡镇后屯村举行“好媳妇”“好
婆婆”评比活动。 闫占廷 摄

▶抚养弃婴的石桥镇农民程兴友荣获
宁陵道德模范。 闫占廷 摄

宁陵县开展星级文明户评选，形成人人讲文明、户户争荣誉、村村比先进的文明新风尚。 赵 航 摄 宁陵县每年都举办集体婚礼，倡树新的婚庆观念。 赵 航 摄

▲在乔楼乡八里曹村举行的“百家宴”上，
儿媳妇给婆婆喂饺子。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