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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黄亭市镇黄亭市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创新性开展移风易俗工作，设置了社区

集中治丧点，推行集中治丧，解决了群众“无处

办丧”和丧事简办两大难题，推进了移风易俗，

树立起文明乡风。2020年以来，该村集中治丧

100余起，累计节省治丧开支500余万元。

加强宣传引导

黄亭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充分利用

社区院落宣传栏、文化活动广场、新农村文化

墙、村村响广播、微信群等阵地，营造浓厚的

宣传氛围，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同

时，结合入户走访、召开院落民情恳谈会、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等时机，为广大居民发放《致

全体居民的一封信》，大力宣传移风易俗工

作，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该站号召村里的党员干部、院落长、老年

协会会员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践行

移风易俗，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率先做到

“五带头，四倡导”。并组建以退休党员、干部、

村民组长、乡贤等为成员的移风易俗志愿服

务队，为村民开展移风易俗教育宣讲，倡导丧

事简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的文明风尚。

建立组织机制

黄亭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坚持以党

建引领深化移风易俗，成立以社区两委党员、

干部为核心的红白理事会，对辖区的红白喜事

承办负总责。并与村民共同制定社区居规民约

和移风易俗公约，规范具体实施细则，实行红

白喜事申报备案管理制度，规定红喜事在举办

3日前、白喜事及时上报社区登记备案。

针对白喜事，红白理事会接到报备后会

主动介入宣传政策，现场指导办理，帮助与其

家属参照居规民约标准，做好预算开支，控制

办理天数，简化内容，杜绝大操大办、讲排场、

比阔气的不良风气。

严格制定标准

黄亭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村民

共同建立了红白喜事的办理标准，规定红喜

事费用控制在3万元以内，宴席实行“正席一

顿饭”制，用车控制在 6 辆以内。白喜事费用

控制在 3 万元以内，从去世到发葬原则上不

超过 3天，烟每包不超过 10元，不发整盒。用

酒提倡使用米酒，用瓶装酒单价不超过 30

元，正席标准不超过每桌200元。

该站还围绕“免费”和“服务”两个核心，

专门设置了社区治丧场所，白事场所占地面

积约 500 平方米，大厅内张贴移风易俗公约

及文明丧葬宣传标语、口号，并配备配套圆桌

椅、厨房操作台、卫生间、消防设施等基础设

施设备。这样既省去群众搭建临时大棚的烦

恼，降低治丧成本，保障食品安全，又切实从

源头杜绝丧事大操大办和扰民现象。

  邵阳县黄亭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行集中治丧，创

新性开展移风易俗工作——

红 白 理 事 会 劲 吹 文 明 风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刘仲徽 曾军

2月1日出版的第3期《求是》

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负

起领导责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

群众团体要积极组织开展家庭文

明建设活动，各方面要满腔热情

关心和帮助生活困难的家庭，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部门要发挥统

筹、协调、指导、督促作用，动员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推动形成爱国

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

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推进家庭文明建设，是满足

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需要的

有效途径。同时，“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家庭文明建设，既

是家事，也是国事。因此，全社会

要注重加强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社会

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家庭是“文明”教育的第一课堂，培育

起良好家风，可以提高家庭成员文明素质，

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与亲情，

新时代家庭文明培育要传承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家教智慧、家国情怀、传统

美德。同时，要通过专题讲座、交流研讨、宣

传展示等方式，传承弘扬革命前辈留下的家

训、家书、家规、家风，教育引导广大群众重

视家庭文明建设，自觉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

样，以醇正的家风涵养清朗的党风政风社

风，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培育家庭文明，要引导人民认识到国家

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的基本道理，家长以

身作则，聚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个根本任务，引导家庭成员热爱党、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国爱

家统一起来，把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

民族梦。特别是要精心培育好下一代，要把

品德教育、人格养成摆在首位，帮助孩子从

小塑造正确的道德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

健康的身心素质、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迈好人生第一步。

要通过文明创建，加强家庭文明建设。

创建文明家庭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的重要内容，是持续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的重要抓手，更是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

重要支撑。

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内容设置要体现时

代性、趣味性和参与性，除常规性地开展选

树五好文明家庭、和谐家庭、绿色家

庭、学习型家庭、最美家庭活动外，

还要创造性地开展孝顺儿女、最美

媳妇、最美婆婆等评选表彰活动。

文明家庭创建中，要建立党委领

导、文明办组织协调、各部门齐抓共

管的创建机制，共同把文明家庭创建

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同时，

要把文明家庭创建工作与善行义举

榜、最美家庭、身边好人、道德模范评

选和各项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结合起

来，凝聚精神文明建设合力。

文明家庭选树中，要采取组织

推荐、社会推荐、个人自荐等形式，

有效扩大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知晓

率、覆盖面、参与率和互动性。并注

重发挥文明家庭的示范作用，加强

对文明家庭的礼遇帮扶，增强文明

家庭的影响力、美誉度和文明家庭创建的

吸引力、感召力。通过选树文明家庭、优秀

家庭角色和举行先进事迹宣传活动等，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庭文化和道德观

念深入到千家万户。

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大力

宣传文明家庭的先进事迹，发扬光大文明家

庭的精神内涵，扩大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社

会影响力，激发广大家庭参与热情。

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为

依托，优化整合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家风

馆、家长学校、儿童之家等资源，建立全域

性文明家风教育传播阵地。全市中小学要

强化青少年的家庭教育，通过家校联动，提

升家庭文明教育水平。同时，要用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把家庭文明建设的内容

有机融入党史、国史、军史的展陈展示、讲

解和活动设计之中，开展面向家庭的故事

宣讲、主题活动、瞻仰游览，教育引导人们

增强家国情怀。

要利用各类阵地举办好家训好家风好

家庭风貌展览、最美家庭故事分享、文明家庭

事迹宣讲会、家庭才艺文艺汇演等文明实践

活动。要结合春节、妇女节、儿童节、七夕节等

节日，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

家庭文明建设既是一项为百姓立心、为

民族铸魂的时代工程，也是一项长期战略任

务，需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我们要不断加

强文明家庭建设，用好文明家庭的榜样力量，

传递身边美好家庭的故事，弘扬家庭美德，以

家庭文明推动社会文明，为城市精神文明建

设夯实基础，为民族复兴凝聚精神动力。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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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

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要求，持

续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打造出

一大批优秀的典型案例。为推广典型经

验，进一步推进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迈向新台阶，本期开始，我们将连续推出

系列典型案例，供大家学习借鉴。

编 者 按

“爱在我家”播文明，时代
新风染“绿洲”。

“大家要培育好家风，开
展好家教，建设好家庭，引领
青少年筑牢思想道德基础，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报
国壮志。”近日，在绥宁县长铺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的

“爱在我家”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活动现场，文明实践员、家
庭教育指导师余佳佳向居民
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实
例指导现场听课的家长如何
加强亲子沟通、如何打造学习
型家庭。

走出课堂，藏珑小区的居
民段义霞激动地说：“通过听
课，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
如何用激励方法教育孩子，如
何以好家风家教影响孩子。”

这是绥宁县开展“爱在我
家”家庭教育文明实践项目活
动的一个场景。

近年来，绥宁县将加强群
众家庭教育作为重点工作，着
力打造“爱在我家”家庭教育文
明实践项目。通过开展定制类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把优质的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送到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推动家庭教育
法律法规转化为家长科学教子
行为规范，引导社会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增进家庭幸福
和社会和谐。项目启动至今，已
开展线上线下家长课堂500余
场次，亲子阅读1200余场次，
亲子户外活动320余场，全县4
万余家庭参与并受益。

用“爱”培育文明新风
——绥宁县着力打造“爱在我家”家庭教育文明实践项目

邵阳日报记者 欧阳德珍 通讯员 刘仲徽 陈随权

绥宁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

绿洲，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如

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实践

的碰撞交融，让文明之风在这

里温馨劲吹，文明之花在这里

绚丽绽放。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

延伸到哪里；群众需要什么，文

明实践就提供什么。”三年多

来，“爱在我家”家庭教育文明

实践项目，以生动活泼的家长

课堂为载体，以富有创造性的

亲子活动为抓手，为广大家庭

持续提供定制类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项目的文明实践员以

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把文明家

风家教播进了绿洲大地。

“爱在我家”项目的文明

实践员结合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的五项任务，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强化村民思

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以定期开展主题特色

活动为主线，培养村民爱护家

庭的观念、父母以身作则的观

念、保护妇女儿童的观念，并

积极鼓励村民为形成优良家

风、构建家庭和谐关系积极建

言献策。

今年春节期间，“爱在我

家”家庭教育文明实践员分成

17 支“家教小分队”，活跃在 17

个乡镇的田间地头，给当地百

姓送去贴心和可口的丰富实用

的新春家教知识大餐，宣传宣

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60多场次。

随着“爱在我家”家庭教育

文明实践项目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该项目服务范围不断拓展，

逐步开始举办家庭教育专项职

业能力指导培训，将全县乡镇、

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员纳入

培训对象，已帮助212人取得家

庭教育指导专项能力证书和婚

姻家庭咨询师技能等级证书。

把文明家风播向绿洲大地

2024年1月，家庭教育文明实践员组织开展亲子绘本阅读活动。

2023 年 11 月，家庭教育文明实践项目组织开展“稻花香里说丰

年”亲子活动。

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的过程中，文明实践员们发现很

多留守儿童需要关爱。为此，“爱

在我家”团队成立“爱在我家”巾

帼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以文

明实践服务把爱的阳光洒进他

们的心田。目前，已有 1100 多个

文明实践志愿者家庭加入，与大

山深处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进

行“结对认亲”，定期为他们送陪

伴、送礼物、送关爱。

金屋塘镇大吉砖屋新村小刘

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长期由爷

爷奶奶带着。由于隔代教育，小刘

形成了孤僻的性格，还常常做出

“叛逆”的行为。文明实践员肖菊

容在“爱在我家”团队的介绍下与

小刘结成对子。

“结对认亲”后，肖菊容时常

利用节假日来到小刘家，温情

地陪伴他，心贴心地与他交流，

还常送他喜欢的玩具、书本，带

他去游乐场玩耍。慢慢地，孩子

越来越信任肖菊容，越来越爱

与人交流，性格变得开朗活泼

起来，也更喜欢学习了。

“现在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

并不大，孩子的物质需求基本上

能满足，但留守孩子的精神需求

有缺失，他们需要陪伴，需要有人

一起玩、有人一起分享。”杨熙彤

介绍，教育孩子有三道关：用心陪

伴、做好榜样、负责到位，但有些

家庭第一道关都无法做到，“爱在

我家”的文明实践员们用温暖的

服务，为许多家庭填补上了爱的

缺陷。他们像亲人，陪在留守儿童

身边，用爱温暖人心；他们像朋

友，扶危济困，催人向上向善；他

们像师长，言传身教，教孩子们感

恩感悟。

把爱的阳光
洒进留守儿童心田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

教育是人生的起跑线。

2021 年 12 月，绥宁县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创新开展定

制式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爱在我家”家庭教育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开展专题讲座、

个案指导、交流座谈等定制类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以点单方

式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送到机

关、街道（乡镇）、社区（村）和学

校，并在全县建成 17 个街道（乡

镇）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235

个社区（村）级家庭教育指导站，

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走进千

万家。

“在引导孩子阅读上，我们

要注意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家

庭生活中要出现书，让孩子知道

书和玩具一样，都是他们的好伙

伴；二是让孩子知道读书是一件

快乐的事情，家长要以身作则，

以快乐的情绪、夸张的动作来激

发孩子的求知欲、探索欲；三是

在安静阅读之外，要带孩子在现

实中感受，去书中描绘的地方或

相近的地方进行感受，通过现实

的参照物，让书中的文字活起

来。”家庭教育指导师、绥宁县东

方爱婴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示范

站讲师丁霞走进藏珑小区文明

实践活动室，以“亲子共读阅享

童年”为题，指导小区居民培养

孩子的阅读习惯。

去年暑期前夕，公益讲师杨

熙彤针对暑期容易出现儿童安

全问题的特点，走进长铺子苗族

侗族乡枫香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通过案例分析、有奖竞答等

形式，把暑假儿童安全知识教给

全村儿童和孩子们的监护人。

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送到千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