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关单位办事效率能不能更高，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能不能更优，老百姓获得感能不能更强？一场剑指干部
作风转变的行动正在进行。

政务服务来到群众家门前。兴庆区审批服务管理局在
敬德街服务小厅持续开展“政务服务 我来啦”下沉基层便
民服务系列活动，定时出门“摆摊”，解决商户白天没空办、
晚上没处办的烦恼，并且让更多商户、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问
政策、办成事。截至目前，已接待办事群众770人，现场办理
各项证照21件，解决就业创业、准营准入等问题150个。

法治服务走入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间。兴庆区司法
局通过开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建立

“两新”公共法律服务驿站，将律师、法律援助、行政复议
等 5支志愿队的力量和服务延伸至新就业群体，组织开
展新就业群体“点对点”“面对面”答疑解惑活动 400 余
次、主题宣传30余场次，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兜底。

今年以来，兴庆区强化机关党员干部主动争先进位意
识，促进机关作风效能转变，推出“三强化三提升”工作措
施，大力践行“八办作风”，推动机关党建提效争先。实施党
员“先锋工程”，开展岗位建功、亮牌践诺、亮晒比促等活动，引
导党员干部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改善、安全生产、服
务企业等领域重点任务，立足岗位作贡献、融入大局争作
为，以工作实效服务保障兴庆区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党旗飘扬千帆竞党旗飘扬千帆竞 强基固本万象新强基固本万象新
——兴庆区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银川市兴庆区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紧紧围绕自治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质增效工程和银川市“两抓两增”工程，
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1014个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3万余名党员带领广大群众奋勇争先，以首善之为书写“银川强首府、兴庆干在前”的
奋斗篇章，为加快建设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兴庆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持续深化“一抓两整”示范创建，高质量开展软弱涣
散村和后进村党组织整顿提升，先后成功创建五星级村党组织 4
个、四星级村党组织 13个，三星级及以上村党组织占比达 91%，
示范乡镇创建实现全覆盖。以前的月牙湖乡海陶北村是有名的
软弱涣散村，村党组织从强化党建引领、加强班子和党员队伍建
设、谋划产业发展等方面重点发力，如今晋升为四星级党组织，还
有了喜人的庭院经济，成为银川市移民致富提升示范村，带领群
众增收致富的势头越来越好。

从选拔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人才担任村党组织书
记，到扎实推进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储备培育三年行动，再到
全面开展乡村振兴主题培训、举办村党组织书记“擂台比武”等
活动，配强“头雁”育强“雏雁”，成为兴庆区全链条梯队式培优育
强村“两委”班子的有力抓手。2023年以来，先后将 10名表现优
秀、培养成熟的村级后备干部按程序补充进入村“两委”班子。
动态储备“四个一批”村级后备干部207名，村党组织书记大专及
以上学历占比达80%。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兴庆区抓住党建引领产业振兴
这个重要引擎，开展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3223”攻坚行动，统
筹整合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产生支
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的联动效应。
月牙湖乡试点推行“抱团+资源”“抱团+产业”模式，为群众分红
170余万元。掌政镇五渡尚品老酒坊、通贵乡通贵村老油坊等自
主经营项目成效显著，“兴庆西蓝花”“镇河番茄”被农业农村部
评为 2023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月牙湖乡入选全国农
业产业强镇立项名单。短短1年时间，兴庆区1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突破100万元，22个行政村实现翻番的跨越式发展。“集
体经济壮大了，村民的钱袋子鼓了，我们还建立了60岁以上老年人
关爱慰问和优秀学子表彰奖励机制，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
力越来越强。”掌政镇五渡桥村党支部书记郭新龙说。

老旧小区多、城镇人口多、基础设施薄弱、居民需求
多……如何破解老城区治理难题，将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社区党组织建好建强了，居民工作就有了主心骨。
兴庆区持续优化“社区党组织—网格（小区）党支部—楼
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组织链条，择优推荐6168名
善说和、有手艺的党员居民志愿者担任微网格长（员），将
治理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兴庆区共有 2000年
以前建成的小区 723个，老旧小区改造以来，在社区党组
织的引领下，共有 2000余名党员居民志愿者作为百姓监
理员全程参与改造，确保每一项改造措施都能贴近居民
需求，让老旧小区换新颜。

完善治理机制，“为车减负、为马赋能”。玉皇阁北街
街道八一社区辖区春华巷凤凰印象商户门前地面轻微塌
陷，存在安全隐患，社区核实情况后吹哨住房城乡建设和
交通局，经与质监局、司法所、物业、建筑方等多方协调，

问题快速得以解决，这得益于好制度的落实。今年以来，
聚焦“小马拉大车”等突出问题，兴庆区委召开大会专题
研究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工作，提出“三促三优”
工作举措，紧紧围绕“减负、赋能、增效”三个维度发力，健
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治理机制、吹哨报到机制、矛盾纠纷
多元调解治理机制等九大机制，促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优
化赋能、促进接诉即办优化提质、促进一网治理优化升级。

社区治理不能单打独斗，需要握指成拳。兴庆区充分
发挥街道“大工委”、社区“联合党委”作用，建立完善三级
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召开联席会议481次，签订“一书三单”
1005份，解决问题886个，推进共治共建共享。同时，倡导
邻里互助帮扶，广泛推行“少老助老老”结对模式、“居民
点单、社区派单、党员干部群众及社会力量接单”互助模
式，让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熟悉彼此、帮助彼此，实现邻里
和谐一家亲。

聚力提能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夯基垒台 破解基层治理重点难点

谋篇布局 推动机关党建提效争先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优化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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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交车当婚车，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仪式
感呢？”6月 2日，在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街头，出现
了两辆别样的公交车。红色元素布满车身，喜字贴
在车头、窗户，车内挂着红花、中国结，车门上贴着

“我们结婚啦”字样。路上行人看到公交婚车不约而
同地拿起手机拍照。

婚礼的主角姚振国和胡明玥，对婚礼有着独特
的想法：“我们是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将公交车作为
婚车使用，觉得这个方式很不错，不仅能让自己的婚
礼更特别，而且也更经济环保，大家都能坐在一起，
氛围更好。”作为相恋十几年的恋人，姚振国和胡明
玥默契十足，他们认为，与其把钱花在一些形式上，
还不如花在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上，用自己力所能及
的方式，办一场开心、幸福的婚礼。

在家人好友的陪伴下，姚振国和胡明玥身着华
美婚服，在一路欢声笑语中，收获了满满的接亲仪式
感。“我们没有彩礼，双方的父母都是希望我们过得

开心就好。两家各自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我们举办
婚礼、买车买房，在婚礼的操办上也支持我们不要铺
张浪费，这样的方式不仅能收获一场有创意的婚礼，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幸福时刻，也能为我们的父母
减轻负担。”姚振国说。

当日，另一辆使用公交车婚车的新人崔帅帅、罗
天也是同样的想法。当摒弃婚嫁陋俗已成为更多人
的共识与行动，无论什么形式都只是幸福的载体。
传统的“租豪车比排场”变成“节俭有趣有氛围”，婚
庆也得以纯粹。

记者了解到，“五一”假期及“5·20”期间，宁夏各
地累计举办近百场集体婚礼。这些婚礼以“抵制高
额彩礼 倡导文明婚俗”为主题，以极简风格为实践，
在全社会形成了婚事简办新风尚。在灵武市梧桐树
乡举办的“‘囍’结良缘倡文明 移风易俗育新风”集
体婚礼，见证了 7对新人喜结良缘的美好时刻。当
礼乐奏起，7对新人牵着红绸经过“爱情之门”登上舞

台，合颂婚誓，文明新风也完成了一次传递。
新人王众、周子营说：“现在提倡移风易俗、低价

彩礼，我们年轻人觉得很好，都挺支持的。”现场，“不能
让高价彩礼成为婚姻的羁绊”也成为新人们的共识。

在海原县“弘扬新风尚 情定 5·20”青年集体婚
礼中，11对新人将自行车变“婚车”，在亲朋好友和观
众们的见证下，重温父母一辈的婚礼，通过共同碰杯
定情、新娘手扔手捧花、游戏互动等度过一场难忘的
婚礼。现场，新人陈娟表示：“在这个喜庆的日子参
加集体婚礼，我特别开心。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真
诚希望大家积极响应国家‘弘扬文明风尚 抵制高额
彩礼’的号召，当好表率，为婚嫁减负。”

择善而从，新风渐起。当越来越多的地方积极
推动婚俗改革，不仅让更多人在婚嫁中的支出负担
减轻，也让家庭的“小气候”浸润社会的“大气候”，通
过更多细节上的改变，促进“婚事简办不减爱”，让更
多人为爱减负，为幸福加分。

“零彩礼”为爱情减负 新婚俗为幸福加分
——宁夏各地积极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

本报记者 杨淑琼 见习记者 杨嘉琪 贺紫瑞

近年来，但凡涉及
高价彩礼的相关新闻，
往往都会卷起一阵舆
论的涟漪。

确实，从动辄十几
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

“天价彩礼”，到一摆就
是十几桌甚至几十桌
的奢华婚宴；从节节攀
升的“请帖刺客”，到有
伤风化甚至触及法律
底线的低俗婚闹……
纵观这些不良习气，不
仅给不少家庭带去了
沉重的负担，更同当前
社会文明风气相左，甚
至会激化社会矛盾，产
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影
响。由此来看，下大力
气推动移风易俗、革除
婚俗陋习，不仅是民生
祈盼，更是当务之急。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近年
来，从中央到地方，针对婚俗问
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
如，在民政部的推动下，全国建
立了 32 个国家级、近 1400 个省
市县级婚俗改革实验区，不断推
动移风易俗工作……多措并举、
齐抓共管之下，移风易俗的成效
得以不断显现。如今，从永宁公
交婚车被网友点赞为“幸福现眼
包”，到各地相继举办的集体婚
礼，再到省力、省钱、个性化的

“三无婚礼”悄然流行，简单、质
朴、回归本心的婚嫁风俗，也成
为不少年轻人的首选。

“化俗不易，贵在因民。”放
眼当下，仍旧有情侣因高价彩礼
而分手、因高昂婚礼花销而烦
恼，这也提示我们，做好移风易
俗工作，任重道远，尤需久久为
功。由此，相关部门仍需加强政
策引导，坚持常抓不懈，推动婚
事简办、喜事新办的理念逐渐深
入人心，让良好的婚俗文明新风，
在塞上大地蔚然成风。（宫炜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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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女幸福，彩礼就是一个
象征，不想因此增加女儿女婿的负担……”2023 年
1 月 14日，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村村民马
生龙“零彩礼”嫁女的事迹被村民们口耳相传，马生
龙一度成为村里的“网红”。

马生龙是一名农民，夫妇俩共育有一女两儿。
2022年初，大女儿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一年
后两家人开始商量结婚事宜。订婚时男方家长带着
10万元彩礼来到马生龙家，然而马生龙却做了一个
决定：以陪嫁形式将彩礼全部退回给男方，并且婚事
一切从简。

“爸爸这么做都是为我考虑。”马生龙的女儿告
诉记者，她对于父亲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并且十分
支持。尤其是在看到身边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彩礼、
婚纱照、婚宴、首饰、蜜月游等结婚开支，导致婚后经
济状况捉襟见肘时，她更对父亲心生敬意：“‘零彩礼’
不仅让我的婚姻更加平等和自由，也让丈夫的家庭
没有因彩礼而陷入借债困境。”

“听说了没，村书记马学明家嫁女儿一分钱的彩

礼都没收呢！”近年来，石嘴山市平罗县黄渠桥镇红光
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低彩礼”“零彩礼”在悄然成风。

2023年农历新年，红光村村书记马学明家里挤
满了人，马学明和亲家见面了。两个孩子经过三年
的爱情长跑，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双方就彩礼问题
进行协商。

当马学明了解到女婿张小新自幼母亲去世，亲
家张芳民既要抚养两个孩子，又要赡养一双老人，家
庭非常困难的情况后，当即表示：“彩礼一分不要！”

“娃娃过得幸福比什么都重要。俗话说，不攀亲
是两家，攀了亲是一家，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帮助两个
娃娃撑起他们的小家，做他们最坚实的后盾。”马学
明表示。张芳民听到亲家不要彩礼感到很意外，再
三说道：“我真是攀了个好亲家，一定会好好对待儿
媳，不让娃受委屈。”

有些村民不理解，问马学明：“你不要彩礼，婆家
不小看了你闺女？”

马学明笑笑，“没了彩礼负担，现在两口子日子
过得正红火，亲家之间关系融洽，经常也能聚一聚。”

“彩礼不是婚姻的‘敲门砖’，把日子过好就是最
好的彩礼。”在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唐徕社
区，外地媳妇鲁艳“零彩礼”出嫁在街坊邻居之间传
为一段佳话。

江苏连云港的鲁艳，大学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
丈夫马超。

“父母担心我远嫁宁夏‘水土不服’。”鲁艳笑着
说，当时马超家境普通，和自己的家又相距千里。她
自己也迷茫过一段时间，但五年的爱情长跑，她能感
受到马超对她的爱意，马超的家人也对她很爱护，
2015年，她和马超顺利结婚。

当时同龄人结婚都要彩礼，而鲁艳想法是：“自
己和马超家境普通，不想因为结婚让马超家背上沉
重的负担。”鲁艳的父母在对待彩礼问题上，同样表
现得很开明。“他们认为只要我们能把日子过好，比
收多少彩礼都强。”鲁艳说。

如今过去 9年，鲁艳夫妻勤劳努力，小日子过得
越来越红火。鲁艳常说：“从结婚到现在，我一直过
得很幸福。”

5 月 19 日，由宁夏妇联开展的第六届“缘来是
你”联谊会在贺兰县常信乡光明渔村举办，吸引了不
少年轻人参与。

近年来，宁夏妇联已连续举办公益集体婚礼和
青年联谊交友活动百余场，覆盖服务单身青年近万
人。此外，宁夏妇联积极延伸工作外延，尝试搭建青

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平台、婚恋交友平台、婚姻服务
平台等，为广大单身青年提供免费婚恋服务；组织宣
讲团深入基层，通过“庭院讲堂”“田间学堂”等，引导
广大家庭自觉抵制高额彩礼，讲好移风易俗优良家
风故事，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

连日来，宁夏各地创新婚姻礼遇模式，结合地方

风土人情、百姓需求，实打实地为倡树“零彩礼”“低
彩礼”等婚嫁新风的家庭提供实惠，给予现金奖励、
优先提供就业岗位、创业贴息贷款等正向激励，推动
群众婚恋嫁娶观念明显转变。

理念在变、行动在变。当前，伴随着更多“零彩礼”“低彩
礼”新人步入婚姻殿堂，让婚姻新风尚吹向了更远方。

短 评

新人姚振国、胡明玥选择公交车作为婚车。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人崔帅帅、罗天和亲朋好友在婚车上合影。

喜事新办简约不简单

“娃娃们过得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多措并举，宁夏营造婚恋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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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贵乡通贵村盘活闲置资产兴办老油坊，壮大村集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