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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风易俗的推行，各地在
“白事”办理上更加节俭。受访人
士认为，移风易俗往往需要久久为
功，要持之以恒地抓；同时，要考虑
地方文化差异性，因地制宜，注意
工作方法。

长期关注乡村治理的贵州省
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丁胜说，对于
农村“红白事”大操大办这个“老大
难”问题，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滥

办、乱办”现象进行抵制，另一方面
关键是要让新观念、新风尚融入千
家万户。在推行过程中要多方发
力，坚持不懈，避免“一阵风”现象。

隆林各族自治县新州镇鹤城
新区驻村第一书记谭思波说，移风
易俗，要多注重用新风尚替代旧习
俗。比如，以前群众办“白事”习惯
请唢呐队演奏，费用比较高；现在
改为播放哀乐，既尊重了群众意

愿，又节省了开支。
做好群众工作，要让群众参与

进来，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广西
德保县城关镇云梯村党支部书记
黄恒鲁说，除了发挥制度上墙作
用，村里农闲时还组织擅长唱山歌
的村民，用壮语和普通话在村里传
唱，让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业内专家建议，各方要努力做
好政策宣介、经验推广、舆论引导
工作，帮助群众算好人情账、经济
账、精力账，带动群众自觉抵制陈
规陋习，健全移风易俗长效机制，
以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提升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

树立新风与尊重传统并举

记者在多地村庄走访发现，
“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在减轻群众
“白事”负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麻江县谷硐镇黄泥村为例，
“红白理事会”负责制定酒席办理
标准、场地等方面的规则，再由若
干个管理委员会（每个委员会5名
村民）负责实施，对酒席申请、办理
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确保依规行
事。

此外，黄泥村的“合约食堂”特
色鲜明，餐具、桌椅一应俱全。村
民如果摆宴席，需要事先向“红白
理事会”提出申请，按照约定向“合
约食堂”交200元卫生费。张朝学
说，村民自行采购酒席食材，平均

一场费用不超过2万元。
“家家户户都严格按照约定的

规则办酒席，村民之间形成互相监
督的机制，既约束了大操大办的炫
富行为，也让经济困难的群众不再
有压力。”谷硐镇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王廷祥说，这个做法已经在全镇
铺开，成为一种乡村治理机制。

隆林各族自治县新州镇鹤城
新区安置点是广西万人以上易地
搬迁安置点之一，有安置群众3300
多户、1.4万余人。记者走访看到，
安置点建设了专门的“白事”馆。

“白事”集中办理形成制度并张贴
公示，时间、规模、场所等都有细致
规定，还设有约束监督机制。“社区

明确禁止大操大办，只限一事一地
办理，期限原则 3 天以内，最长不
超过5天。‘白事’还应在事情办理
3天后向‘红白理事会’报备情况，
并进行公示。”社区党委书记陈贵
仲说。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中心研究人员安永军认为，无论是
村规民约还是县乡政府出台的制
度，一旦明确指出提倡什么、反对
什么，推出合理的约束性措施，加
上科学引导，就能产生有益的变
化。

去年，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联
合发文，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
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农
村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
报备制度。

减轻群众沉重负担靠什么？

提倡三天之内安葬，最多不超过五天；单份礼钱不超
100元；酒席每桌不超13个菜——初步测算，操办“白事”
平均一场酒席可节省8000元至10000元开支。

在贵州省麻江县谷硐镇黄泥村，由党员、干部、乡贤
等人员组成的“红白理事会”深受群众认可。理事会对婚
丧嫁娶的礼金、桌数、菜品等进行严格限制。黄泥村村委
会副主任张朝学介绍，经过近年来的实践，绝大多数村民
摒弃了大操大办的观念。

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丧葬移风易俗，从办事申请、
酒席成本、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各地创新举措，推
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绿色节约、以人为本的丧葬新
礼俗日渐深入人心。

在湖南等地，丧事简办纳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
自治清单、村规民约规范事项，每年由乡镇和街道对执行
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奖惩；在山东等地，基层组织对“红白
理事会”骨干成员进行培训。

地处桂西的隆林各族自治县，“白事”是不少家庭非
常看重的事情。依照风俗，部分逝者亲属参加“白事”要
送牛到现场。有时一场仪式下来，“牛礼”高达十几头，不
少群众因此背上一大笔债务，经济负担沉重。

“现在‘白事’仪式时间、回礼习俗都进行了大幅调
整。”隆林县德峨镇党委书记罗仁华说，近年来，不少村屯
把办理“红白事”的标准及奖惩规定纳入村规民约，试点
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村民的人情债、攀比风明显少了，大
家还积极赚取积分争当文明家庭。

“以前红白喜事办酒席，亲朋好友份子钱少则三五百
元，多则上千元，赶上办事多的月份，人情负担十分沉
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河东镇王大汉村党支部
书记段春瑞说，从前有的家里老人过世，要连续几天办流
水席。现在，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办酒席有了新约
定。同样是“白事”，亲友们只集体上门吊唁一次，礼金控
制在100元至200元。

人情负担明显减轻，

不少村民摒弃大操大办观念

新华社记者 汪军 徐海涛 彭源

礼钱从动辄上千元减少到100元，酒席支出比过去
减少1万元……“新华视点”记者近日在多地采访发现，
部分农村地区“白事”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得到一定程度
的遏制，村民负担明显减轻。

随礼减至百元，办酒席少花万元……

部分农村地区“白事”负担减轻的背后

贵州省麻江县谷硐镇黄泥村的“合约食堂”。
新华社记者 汪军 摄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易地搬迁安置点鹤城新区公示的红白事制度。 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