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盐山县圣佛镇西圣佛村，有
一家特殊的超市——爱心超市。超
市货架上摆放的洗衣粉、卫生纸、
米、面、油等没有标注价格，标注
的 却 是 “10 分 ”“20 分 ”“50
分”……原来，这家超市的商品不
能用钱购买，只能用积分兑换。

近日，西圣佛村爱心超市格外
热闹。10分换两瓶醋、4分换一块
香皂、50分换一桶食用油……村民
们纷纷过来兑积分。“这个月我家又
积了 100多分，打算换点儿米和油
回去。”村民刘洪杰满脸自豪地说。

为提升村民在移风易俗、人居
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社会治理等
方面的参与度，自2022年以来，西
圣佛村实施“文明实践积分制+爱
心超市”项目，对村民们践行婚丧
简办、参与志愿服务、环境卫生维
护等文明行为进行积分奖励，村民
用积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最初，
村民大多是为了能多得积分、多换
东西才去做好事。渐渐地，村民做
好事成了习惯，人人争着为村里出
力。”村党支部书记曹闯说，小小积
分既“兑”出了整洁的村容村貌，
也兑出了好村风、好民风。

盐山县圣佛镇西圣佛村推行

“文明实践积分制+爱心超市”文明
实践活动新模式，是我市深入推进
移风易俗的一个生动缩影。

推进移风易俗，重在宣传引
导 。 今 年 8 月 ， 我 市 组 织 召 开
“‘双争’有我 文明实践我行动”
暨沧州市移风易俗工作观摩交流活
动，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推进移风
易俗工作要求，全力保障移风易俗
举措落地落实、常态长效。各单
位、部门发挥行业优势，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群众喜闻乐
见、易于接受的方式，持续开展形
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今年以来，全
市累计刊发移风易俗宣传报道 1171
篇，设置实体宣传栏3700余个，开
设微信专栏 122个，开展各类宣传
活动 2680 余场，其中，共开展
“‘双争’有我·咱村的那些事儿”
村规民约故事讲述活动 1640余场，
参与群众达5.3万余人。我市县乡村
5个案例入选《河北省移风易俗工
作优秀案例选编》，盐山县作为典型
代表在全省移风易俗观摩交流会上
发言。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今，
文明新风吹进狮城百姓心坎，越来
越多的沧州人争当文明乡风代言人！

文明实践接地气聚人气 破陈规改陋习树新风

村规民约成为标尺 丧事简办孝爱不减

“办丧事，不请乐队，不烧纸
扎，不设烟酒，家属不穿重孝……”
日前，在渤海新区黄骅市李子札村
的红白理事会大厅内，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刘书榕指着《红白
理事会章程》，一条条解读。

李子札村共有大小企业 60 多
家，年纳税额超千万元，是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为了刹住人情风、攀
比风，李子札村将厚养薄葬具体标
准纳入村规民约。

“村里从 1976年就成立了红白
理事会，并将红白事操办的具体标
准纳入了村规民约。这些年来，村
里老人去世后全部火化，不论家庭
条件怎样，都一个标准卡到底。”刘
书榕说，村里谁家有白事，红白理
事会成员帮着张罗，啥事都按照
《红白理事会章程》执行，省心省力
又省钱。

“婚庆涉及到的接送、典礼、录
像、就餐等环节，均由红白理事会
成员统一安排；办丧事一切从简，
村里有祠堂，里面设有吊唁厅、骨
灰堂……”说起村里办红白事的标
准，东光县小邢村红白理事会成员
邢增军侃侃而谈。

为杜绝红白事大操大办、互相
攀比的现象发生，2011年，小邢村

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并制定了村民
公约，对村里红白事统一标准、统
一办事规程。

“村里每年都搞‘好儿媳’‘孝
老模范’评选，如今，家家争着当

‘模范’。”邢增军高兴地说。
李子札村和小邢村为丧事操办

划定“硬杠杠”，是我市探索移风易
俗长效机制的代表性做法。截至目
前，全市18个县（市、区）都已完
成《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章
程》的修订，对红白事操办规模、
待客范围、席面标准和礼金限额等
均制定了具体指导标准。

为 推 广 简 约 文 明 的 安 葬 理
念、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落到实
处，我市制定 《沧州市推进殡葬
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围绕农村公
益性公墓建设、集中埋葬点改
造、利用废弃地埋葬、提升火化
率、规范红白理事会建设、推行
丧事简办等六方面打造试点，同
时积极推广节地生态安葬方式，
连续六年举办免费海葬活动，共
有 284位逝者的骨灰在亲属的护送
下，以碧波为家，回归大海。骨
灰撒海作为一种文明、节俭、环
保的安葬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市民认可和接受。

孝老食堂蹚新路 老年人乐享好“食”光

中午 11 时，姚秀香如往常一
样，来到村里的孝老食堂吃午饭。

“今天的午饭是白菜炖肉、素炒豆
腐、小米粥和水果，吃饭免费，天
天还不重样，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
福感。”姚秀香笑着说。

这是近日发生在青县流河镇人
和镇村的一幕。人和镇村是个只有
430多人的小村庄，留守老人占现
居住人口的 65%。为解决留守老人
吃饭难问题，2020年12月，村里设
立了孝老食堂。

“孝老食堂刚设立的时候，村民
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菜农
免费供菜，志愿者们轮班做饭。”村
党支部书记胡宗权介绍，光靠热心
人出钱出力不是长久之计，为了维
持孝老食堂的长效运营，村里壮大
集体经济，成立了青县人和镇村青
农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经营特色农
产品，同时还建设了“水上火锅
城”和露天剧场。

人和镇村孝老食堂的设立，在
青县并非个例。针对农村困难老年
人、独居留守老年人生活质量不高
的现状，青县从解决老年人“吃饭
难”问题入手，坚持“党建引领、
村办民助、自愿参与、因村制宜”

建设原则，着力建设村里办得起、
村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的农村孝
老食堂，以互助养老模式补齐农村
养老服务短板，探索出一条县域农
村老年助餐服务新路径。目前，青
县共建成投用孝老食堂 201家，占
全县 345个村的 58.26%。孝老食堂
还在助餐服务的基础上，拓展了助
洁、助医、助浴、助娱和精神慰藉
等服务，惠及老年人超万名。

近年来，农村“年轻人外出、
老年人留守”成为普遍现象，农村
老年人“吃饭难”问题日益突出。
我市积极推广青县农村孝老食堂互
助养老模式，加快推进农村孝老食
堂建设，重点保障农村特殊困难老
年人的助餐、供餐服务需求。截至
目前，全市共建成孝老食堂 1751
家，实现了全市农村助餐服务全覆
盖。青县“孝老食堂”志愿服务项
目入选2022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
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爱心小
屋”建设经验在全省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现场观摩会（清河）上
作经验交流。今年 9月 12日，省民
政厅在青县组织召开全省养老助餐
服务推进会议，会上，青县代表作
了典型经验发言。

2024年5月20日，沧州市开展“公交迎亲”活动。

2024年8月8日，“‘双争’有我 文明实践我行动”暨沧州市移风易俗工
作观摩交流活动在盐山举行。

2024年6月14日，青县组织文化惠民演出。评剧小戏《特殊的彩礼》剧照。

2024年青县重阳节文艺汇演走进流河镇人和镇村孝老食堂。

找准移风易俗找准移风易俗找准移风易俗“““小切口小切口小切口”””做实文明乡风做实文明乡风做实文明乡风“““大文章大文章大文章”””
———沧州市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综述沧州市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综述沧州市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祁 洁

集体婚礼树样板 婚事新办爱意增

“无论风风雨雨，我都会伴你携手前
行。”5月20日，河间瀛海公园内，11对
身着传统中式婚服的新人，在亲朋好友
的见证和祝福下，过喜门、行传统礼
仪、立下爱情誓言。他们以简约又不乏
浪漫的集体婚礼形式，践行着婚事新办
的文明新风。

这是今年河间市举办的第六届“低
彩礼”集体婚礼中的温情一幕。

“我觉得以这种方式举办婚礼，既
温馨又有仪式感，特别有纪念意义。”
回想起当时参加河间市第六届“低彩
礼”集体婚礼时的情形，来自河间市龙
华店乡孙常村的孙晨曦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在举办集体婚礼的基础上，河间市
将婚姻登记场所搬入诗经公园，建成全
省第一所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管理规
范的公园式婚姻登记中心，还成立了由
2300余人组成的“公益红娘”志愿服务
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适龄
青年开展免费婚姻介绍。2021年 4月，
河间市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首批婚俗改
革实验区。

河间市持续深化婚俗改革，为我市
婚俗改革树立了样板。我市大力推广河
间婚俗改革工作经验，制发《沧州市关
于倡导婚事新办、培育婚俗新风的实施
方案》，成功举办“‘双争’有我 缘定
狮城”沧州市首届中式“零彩礼”集体
婚礼，指导婚姻登记机关完善六大功能
室建设，推进特色颁证仪式、婚姻家庭
辅导及婚姻调解工作常态化，将婚俗改
革领域独具特色的“河间品牌”形成沧
州经验，在全省、全国推广。

为确保婚俗改革有人管事、有章理
事，我市还积极引入社工、心理咨询师
等专业人才，组建全省首家县级婚姻家
庭协会，并创新婚姻登记颁证服务，邀
请党政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道
德模范等为“零彩礼”新人颁证，引导
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今年以来，全市共提供结婚登记颁
证服务280人次、开展家庭指导服务400
余场次，《找准移风易俗“小切口” 引
领文明婚嫁“新风尚”——沧州市蹚出
婚俗改革新路子》被评为“2023年度河
北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创新案例”。

2024 年 10
月，沧州市举办

“‘双争’有我 祝
福祖国”2024 沧
州歌手大赛，累
计观看人次 36.3
万。

2024年10月
30 日，沧州市开
展“‘双争’有我
咱 村 的 那 些 事
儿”村规民约故
事讲述活动。

老人们在青
县马厂镇孝老食
堂用餐。

2024年4月，沧州市开展“‘双争’有我 舞动狮城”活动。

“零彩礼”和“低彩礼”的集体婚
礼简约温馨；红白事按照 《章程》
办，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成为文明新
风尚；全市农村助餐服务实现全覆
盖，孝老食堂飘出“幸福味道”……
行走在沧州大地，眼中所见耳中所闻
令人惊喜。

这些变化都是我市深入推进移风
易俗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
把移风易俗作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载体，从“小切口”入手，
以“小阵地”搭好“大舞台”、“小活
动”推动“大实践”，引导广大群众破
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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