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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陶登肖

婚姻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
自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盐湖区通过政府
主导、部门协同、乡村联动、多元参与，进
一步完善婚俗改革举措，提升婚姻服务
水平，丰富宣传教育载体，营造浓厚舆论
氛围，推动移风易俗取得新突破、收获新
成效。

2024 年是婚俗改革工作的验收之
年，盐湖区作为全省唯一的一家全国婚
俗改革试点单位，3年来在推动移风易俗
这项工作上都做了哪些尝试呢？

首先，成立了婚俗改革领导组，出台
了《盐湖区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各乡镇（街道）、村（社区）成立相应
领导机构，形成区、乡、村三级联动格
局。”盐湖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民
政、宣传、纪检、财政、人社、文旅、司法、
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参与，广
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进村入户开展宣
传，确保婚俗改革工作有组织、有队伍、
有行动、有落实。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如何推
进婚俗改革成为盐湖区需要探索的课
题。“我们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挑选村中
有威望、热心服务群众的老党员、老干部

等担任成员，制定婚丧事项操办流程，大
力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西王村李
大爷说。

盐湖区把红白理事会制度作为推进
婚俗改革的重要抓手，出台《关于加强和
规范农村（社区）红白理事会工作的指导
意见》，全区 233 个行政村、76 个社区按
照《意见》规定，进一步完善红白理事会
制度，遏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婚俗陋
习，倡导简朴节约、文明健康的婚俗新
风，探索出一套既具盐湖特色又可借鉴
可推广的新模式。具体为“坚持节约原
则，尊重群众意愿，定规矩、定流程、定标
准、定处罚，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比如：

席面每桌控制在 200 元以内、香烟不超
过10元、酒不超过20元；非亲属随礼不
超过100元；彩礼原则上不高于6万，提
倡“零彩礼”，包括婚车等方面都做了具
体详细的规定，并明确了违约责任和处
罚办法。目前，各村（社区）的红白理事
会作用全面发挥、成效日益凸显，每年红
白事费用可节约300万元以上。

“限制酒席规模得到落实，注重宣扬
德孝文化，定期举办评比活动……”山西
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梁振华
在调研盐湖区移风易俗后说，盐湖区全
方位、多层次、广角度引导群众树立正确
的婚俗理念，以基层组织自我培育、自治

管理，推动婚俗改革的共识深入人心、见
行见效。

同时，盐湖区把婚姻登记处作为婚
俗改革的前沿阵地，将颁证仪式纳入结
婚登记流程，推出具有盐湖特色的“德孝
礼”，通过宣读结婚誓言、签署《德孝承诺
书》《婚事新办简办承诺书》，提醒和引导
新人破旧立新，为爱“减负”；举办婚恋教
育专场，通过专业讲座、签名承诺、打卡
拍照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普
及移风易俗知识，让“不要高额彩礼、婚
事新办简办”等婚俗理念入脑入心；举办
婚恋新风教育季活动，深入挖掘舜帝德
孝文化、关公忠义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
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精心设计活
动内容，弘扬婚恋文明新风；积极探索并
不断深化和拓展婚姻家庭辅导工作，组
建了由婚姻家庭咨询师、律师、心理咨询
师、社工等组成的专业辅导团队，让婚姻
家庭辅导到家庭、在身边。

“婚俗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推
进，与特色文化互融互促。”盐湖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把婚俗改革纳入文明家庭
评选标准，发挥典型引路和示范带动作
用，以婚俗改革推动移风易俗，以移风易
俗树立文明新风。

推进移风易俗，绝非一朝一夕。盐
湖区将继续推动婚俗改革走深走实，取
得新成效。探索“婚俗+旅游+文化”新模
式，优化户外登记点、颁证点建设，推动
婚俗文化、旅游文化、传统文化有效融
合；引导相关企业积极参与婚俗改革，为
群众提供丰富多样、价位合理的特色套
餐，营造良好婚礼产业服务环境；举办丰
富多彩、独具盐湖特色的宣传推介活动，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打造婚俗改革宣
传文化精品，让婚俗改革观念深入人心。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盐湖区以婚俗改革推进移风易俗

婚俗新风：“简朴节约、文明健康”

▲特邀颁证师为新人颁发结婚证 记者 茹雅 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
其中专门提到“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
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
究部部长叶兴庆表示，近些年来，我国
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居民收
入比从 2013 年的 2.81∶1 下降到 2023
年的2.39∶1，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明显改善。但目前城乡差距仍然较大，
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突出短板，必须
加快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解放
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拓展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

围绕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决定》对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优化
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完善覆盖农村人口

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加快健全
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统筹建立粮食
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等作出
具体部署。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将农
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
域，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适当提
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
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
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政策。
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
策实施范围，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
大豆有序扩面。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
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
协作。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持
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加大对重点地
区帮扶支持力度。

今年以来，一系列部署加快落实：
全国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财政部会同

农业农村部多次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
灾资金，支持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
打牢粮食丰收基础；相关部门深入推进
东西部协作，抓实特色产业培育、产业
集群打造、消费帮扶助农增收、劳务协
作提升，抓好教育医疗帮扶，拓展科技
金融领域协作……

“要继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加强公共财政
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鼓励、支持社
会资金到农村投资兴业。”叶兴庆说，在
加大对乡村振兴普惠性投入支持的同
时，要突出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
区这个重点，不仅要做到防止规模性返
贫，而且要缩小农村内部不同群体和不
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下一
步，相关部门将在干部配备、要素配置、
资金投入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推动采取
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

展的短板。同时，将集中力量办好办成
一批农民可感可及的实事，聚焦产业就
业发力促进农民增收，找准抓手载体务
实推进乡村治理，由表及里培育文明乡
风，以科学规划引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

其中，在聚焦产业就业发力促进农
民增收方面，各地将因地制宜做好“土
特产”文章，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尤
其是着力发展乡村的新产业新业态。

“扩大农村内部就业、增加农民收
入，新产业新业态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很多企业到农村去我们也是鼓励的，发
展农产品加工、发展旅游，但是要联农
带农，要带着农民一块致富。”农业农村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不断拓展农村的
就业渠道、增收途径，促进农民收入持
续稳定增长，推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据新华社电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