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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把乡风文明作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紧迫任务，多次强调要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去年12月，宁夏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月活动，倡导文
明新风，摒弃陈规陋习。2024年12月9日至12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月集中采访活动，组织记者赴
吴忠市红寺堡区、盐池县、同心县和中卫市海原县等地，对“零彩礼”嫁娶模式等进行采访，深入了解我区移风易俗推进情况。

编者按

去年 7月，家住海原县郑旗乡撒台村的“90后”回
族小伙李进云遇到了难题。

李进云与内蒙古姑娘马上荣经过几年交往，发
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家里人的反对成为他们步
入婚姻的一大难关，父亲李成孝对儿子娶一位汉族
姑娘持反对意见。

“生活环境不同，习惯也不同，以后生活中不可
避免地会产生矛盾。”2024年 12月 12日，李成孝对记
者说出了他反对的理由。

“婚姻最重要的是遇见自己想要共度一生的人，
而这个人也正好愿意和我同甘共苦，这是多么难
得。”李进云劝说父亲。

在与儿子的交谈中，李成孝慢慢接受了儿子的
观点，但是作为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在传统思想
的影响下，李成孝心里还是不太舒服。

“叔，你快来劝劝我爸。”为了彻底做通父母的工
作，李进云思前想后，觉得村党支部书记是最适合做
父母思想工作的人，于是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李丙
龙寻求帮助。

“老哥，糊涂啊，这是一桩好姻缘，我们身边这么
多例子，你咋就不睁眼看看，人家生活得多幸福。”李
丙龙说，村里网格员和他多次上门沟通，用身边亲
戚、朋友中不同民族通婚的真实案例不断引导、劝
说，最终做通了李成孝夫妻两人的思想工作。在儿
子与村干部的劝说下，李成孝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

李成孝与亲家开始商量结婚事宜时，撒台村包
保人员也闻讯而动，多次上门劝导，发放抵制高额彩
礼倡议书、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明白卡”，讲解高
额彩礼的危害以及因为彩礼发生的各种矛盾纠纷。

“高额彩礼确实是恶习要抵制，但我们一直就有
给彩礼的习俗，我们就按照亲家的意思给了 8万元彩
礼，还能争取当个‘低彩礼示范户’”。李成孝说，他
和妻子商量了好几天，决定既要抵制高额彩礼，又要
尊重习俗。

李进云将工作以来的积蓄作为彩礼送到女方家
中时，女方父母却表示一分钱彩礼也不收。

“我们本来就是想通过彩礼看看女婿一家的诚
意，毕竟女儿远嫁我们也不放心，但看到女婿的努
力，我们也就放心了。”马上荣母亲说，婚姻需要两个
家庭之间的信任和尊重，这钱就用来帮扶孩子们的
小家，只求小两口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去年 7 月 26 日，李进云夫妇在双方父母的祝福
下迈入婚姻殿堂，成为郑旗乡第一对“零彩礼”新婚
夫妇。

移风易俗，村干部要带头作好表率。盐池县花
马池镇佟记圈村党支部书记李晓飞“零彩礼”嫁两女
的故事，成为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李晓飞有两个女儿，大女儿 2022年 5月结婚，当
时是亲家上门提亲，问彩礼要多少，他笑着一口回绝
了。2024年 5月 6日，嫁小女儿的时候，他同样是“零
彩礼”嫁女。

谈到为什么“零彩礼”嫁女，李晓飞认为：“嫁的
是爱情，不是彩礼，我是党员更要带好头，要建立一
个幸福的小家庭，必须由两个大家庭共同努力，只要
女儿们过得好，我怎么都行！彩礼只是一种形式，两
个人相处融洽、生活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按照村规民约，李晓飞女儿女婿婚礼上的烟酒、
饭菜等严格按标准执行，实现了喜事新办，没有高额
彩礼以及大办婚礼的负担，现在女儿女婿们的小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李晓飞经常和亲家往来相聚，关系
融洽。

彩礼上“减负”，群众能得到真金白银的补助。
“彩礼少要点可以减轻女婿的负担，女儿结婚后

可以不为生活发愁，婚姻肯定会更幸福。”同心县河
西镇杨河套子村村民王志林告诉记者。

去年 3月，王志林的四女儿王桃与女婿杨兆瑞谈
论婚嫁时，亲家杨国明送来了 10万元彩礼，王志林当
场退回2万元，并陪嫁3万元，实际收彩礼5万元。

“本来准备了十几万元用于儿子结婚彩礼，没想
到遇到了通情达理的好亲家，大家高高兴兴地商量
后，彩礼也就象征性地要了点儿。”杨国明夫妇笑着
说，他们家是从西吉县搬迁到吴忠市红寺堡区的移
民，这几年 3个儿子上大学，使本就不怎么富裕的家
庭更加拮据，亲家要“低彩礼”使他们家十分感动。

“父母的做法很明智，其实无论是彩礼还是嫁妆
都不能太高，这样父母和孩子都不会有太大的经济
负担，也为以后儿女更好地孝顺父母提供保障。”王
志林的小女儿王瑞说。

得知王志林“低彩礼”嫁女的故事后，杨河套子
村向王志林兑付了 1000元的现金奖励，并结合其家
庭实际情况，将王志林纳入本村公益性岗位，还向他
兑付劳务奖补2000元。

同心县河西镇镇长张晓迪说，河西镇在推进农
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过程中，将专项治理与产业扶
持相结合，各村根据不同发展实际，对“零彩礼”

“低彩礼”家庭进行产业扶持方面的倾斜，通
过产业发展增加群众收入，进一步转变群
众陈旧落后的婚俗观念。

近年来，宁夏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
风为抓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群众既“富口
袋”又“富脑袋”，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上
取得了互促共进的显著成效。

通过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宁夏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良风气和
陈规陋习，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群众的科学
文化素养，提倡厚养薄葬、文明祭祀，有效遏制了
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行为。此外，宁夏联合相
关部门，通过多种媒介集中开展移风易俗专项宣
传，推动红白理事会培训、“红白事”报备、移风易
俗志愿服务等活动，引导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
气，通过做好“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先
进典型选树，组织开展农村青年婚恋交友活动，
及时排查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切实帮助妇女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维护合法权益。

2024 年 12 月，全区启动移风易俗宣传月活
动，通过巡演展演、微电影微视频公益广告展播
宣传、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等活动，进一步引导群
众树立健康向上的文明理念，营造文明乡风的浓
厚氛围。

在基层，宁夏涌现出一批“低彩礼”“零彩礼”

先进典型。之前，盐池县花马池镇沟沿村村民杨
玉民“零彩礼”嫁了两个女儿，最近他正在为即将
出嫁的小女儿筹备婚礼。杨玉民说，看着大女
儿、二女儿小两口现在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他决定也让小女儿“零彩礼”出嫁。在同心县举
办的第二届移风易俗“好亲家”选树发布会上，共
有 10 户村民荣获移风易俗“好亲家”荣誉称号。
获奖代表河西镇石坝村村民杨金福说：“大女儿
出嫁时，男方的 20 万元彩礼我没要，还给女儿 6
万元的陪嫁，就是不希望女儿嫁过去后还要还
账，孩子们的负担很重。”杨金福“零彩礼”嫁女儿
的故事，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自去年 4月我区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
以来，全区农村共办理结婚登记 4212对，其中“零
彩礼”432 对、“低彩礼”2329 对，“零彩礼”“低彩
礼”占比达 65.55%，平均彩礼金额 7.8万元，较治
理前下降35%。

目前，宁夏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有效破除
了陈规陋习，弘扬了文明新风，不仅提升了群众的
文明素养，也为构建和谐美丽的乡村环境作出了
积极贡献。随着这些措施的深入实施，我们期待
看到宁夏乡村焕发出更加文明、和谐的新气象。

移风易俗
“移”出文明新风尚

本报记者 周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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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驿站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成为推动移风易俗、文化浸润行动的重要抓
手。盐池县花马池镇冒寨子村与海原县西安镇园河
村便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它们在文化浸润行动
落实、典型示范引领发挥、治理成效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绩。

冒寨子村通过建立电力爱心超市，创新性地将
积分制度与乡村治理结合起来，激发了村民参与文
化活动的热情。村民们通过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移
风易俗宣传等活动获得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在爱心
超市兑换生活用品，有效地促进了村民主动参与村
级公共事务，从“台下看戏”到“台上唱戏”的转变。
此外，冒寨子村还积极推广“零彩礼”嫁娶模式，引
领婚俗改革的新风尚，为社会注入文明新风。

2024年 12月 9日，冒寨子村村民高珠在新一轮
积分兑换活动中，用自己积累的 50分积分兑换了生
活用品。村民王欢高兴地说：“这次我用攒下来的积
分兑换了一袋大米，以后我要更加积极参与村里组
织的活动，努力获得更多积分。”荣获“移风易俗”荣
誉证书的村民陈苹也分享了自己的计划，她说：“这
次我打算把 50分的积分先存下来，随后将为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获得更多积分，希望下一次能兑一个智
能电饭煲。”冒寨子村电力爱心超市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积分兑换，让村民得到实惠，提高了他们参与村
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鼓励他们通过参与志愿服务
等活动积累积分，进而兑换所需的生活用品。

园河村特别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今年以来，海原县妇联发挥刺绣这个本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品牌优势，积极推动乡村妇女的技能培
训工作，通过绣花和家政服务等内容的培训，为当地
妇女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有效促进了
乡村振兴和妇女的自我发展，提高了妇女的文化素
养，进一步促进文明乡风建设。

2024年 12月 12日，在海原县西安镇园河村村民
黄玉宁家中，记者看到在正屋墙上有一幅“家和万事
兴”的十字绣装裱挂画，画中色彩绚丽的牡丹花格
外引人注目。“这是黄玉宁参加今年县妇联组织的
绣花培训后，在农闲时绣的。当时的培训活动，我
们村共有 50多名妇女参加，大家不但提升自己的绣
花手艺，还能通过妇联联系的销售平台，将绣好的
工艺品卖出，获得收入。”园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学娟

说，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心灵手巧的
黄玉宁就大胆尝试、细心琢磨，为女
儿出嫁绣出了这么漂亮的工艺品，
她和家人都很高兴。

去年，海原县西安镇抵制高额
彩礼工作成效明显，通过选树“低彩
礼”示范户、“零彩礼”示范户和举行
集体婚礼等活动，用身边人身边事教
育引导群众，推动全镇形成“彩礼降
温、幸福升温”的文明新风，逐渐形成
乡风文明淳朴、全民崇德向善的良好
氛围。

“打起锣来敲起鼓，说说西安新气
象。移风易俗多提倡，记心上，记心
上。”……2024 年 12 月 13 日，看着“文明海原”
微信公众号上，西安镇组织属地村民自排自演的
方言节目《移风易俗“三句半”》，西安镇党委组织委
员李骏说，这是去年西安镇编排的节目，虽然时过
境迁，但回忆起一年多时间里镇上“彩礼降温、幸福
升温”的变化，他还是很欣慰的。

西安镇白吉村村民李研与海城镇段垣村村民田
文丽，两人自由恋爱，去年 7月初决定结婚，在筹备的
过程中，受传统习俗和攀比心理的影响，女方家初步
提出了要 35万元的彩礼要求。西安镇党委、村委会
积极协调，双方家庭经过深入沟通最终达成共识，女
方家主动将彩礼从 35 万元降至 10 万元，在定亲当
天，女方家又将彩礼降至 8万元。随后，在政策支持
下，综合多方考虑，李研母亲被优先考虑聘为公益性
岗位工作人员，这也为西安镇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树
立了典范。

说起西安村乡风民风大有好转，西安镇西安村
村监委张海洋滔滔不绝。他说，村里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组建了理论政策宣讲、移风易俗、环境卫生
整治等 3 支志愿服务队，村干部、驻村工作队、返乡
大学生、产业带头人等全部化身为文明实践志愿
者，红马甲成为了乡村建设中最亮丽的风景线。

“百姓的事要百姓自己管，我们还选树了婚姻监督
员，组织村民代表认真评议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
明确了彩礼金额、宴席标准、随礼标准，对积极响
应移风易俗号召的家庭给予积分奖励，大家的积
极性更高了。”

为婚嫁“减负”为幸福“加码”

①① 同
心县河西
镇杨河套子
村“ 低 彩 礼 ”
户王志林夫妇
向 记 者 讲 述 子
女娶嫁情况。

②②盐池县花马
池镇佟记圈村致富
带头人李晓飞向记
者介绍本村婚俗改革、
基层自治情况。

③③海原县西安镇园
河村村民黄玉宁打
理女儿婚房。

④④盐池县花马
镇冒寨子村，志
愿者在积分超
市里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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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②②

③③

（本版图片均
本报记者 白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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