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印江自治县各乡镇(街道)、
县直各部门大力推广红黑榜、文明储蓄
所等有效做法，发挥文明家庭、星级文明
户、法律明白人、学法用法示范户等示范
带动作用。结合爱国守法、诚实守信、孝
老爱亲、环境卫生治理、家教家风建设、
移风易俗等宣传引导，常态化开展孝老

爱亲道德模范、“星级文明户”“五好家
庭”、好婆婆、好媳妇、好爸爸、好妈妈、
新时代好少年等模范典型评选活动，激
发群众荣誉感和归属感。同时重视结果
运用，给予相应的精神、物质奖励。

各乡镇(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整
合文化惠民活动资源，聚焦移风易俗，组

织党员、青年、妇女等群体开展群众便于
参与、乐于参与的各类文明创建和主题
实践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开展宣传、
宣讲、文艺汇演等活动，推动移风易俗观
念入脑入心。讲好榜样故事、树好标杆
模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移风易俗认
同感、参与度。

近年来，印江自治县文明创建特色
鲜明，搭建“文明储蓄所”，探索“积分制”
管理模式，实现文明储蓄、善行能积分的

“印江举措”。新华社、贵州改革、贵州日
报等主流媒体刊登印江做法，并在全市
推广。

示范引领 奏响乡风文明“交响曲”

张玉莲

印江:“四部曲”绘就乡风文明新“底色”

近年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纵深
推进乡风文明工作上，从“建章立制、积极宣
传、示范引领、村民自治”等方面，实行县乡村
三级联动，层层推进、坚决落实，形成了齐抓
共管新格局。

完善机制 唱响乡风文明“主题曲”

近年来，印江自治县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指导委员会及时调整、充实、深化移
风易俗助推乡风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确保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工作
有人抓、能抓好。同时定期召集相关部
门召开会议，研究在推进移风易俗过程
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商讨解决办法。激

励创新工作举措，推进工作有效开展。
各乡镇(街道)要按季度报送推进移

风易俗工作开展情况，总结提炼工作推
进中的经验典型，并进行宣传。对做得
好的，进行推广复制，做得不够全面的，
进行查缺补漏。

同时全面推进婚丧移风易俗工作。

各乡镇(街道)将婚丧移风易俗作为治理
重点，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
办”，倡导不操办除婚丧外的其他酒席，
控制办酒规模和宴席标准。倡导治丧时
间县城区不超过 3天、农村不超过 4天，
减轻群众负担，倡导酒席用自助餐的方
式进行。

“一场事务以20桌客人计算，至少可
以节约4000到 6000元，主要是鸡鸭鱼肉
这些贵重的食材不浪费。”率先实行自助
餐代替座餐的洋溪镇曾心村党支部书记
张绍顶说。

加强宣传 吹响乡风文明“进行曲”
为确保移风易俗相关制度入脑入

心，印江自治县全面开展移风易俗宣传
和举报，收到信息“第一时间”处置，吹响
移风易俗“进行曲”。

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媒体中
心要将移风易俗的相关倡导内容进行全媒
体宣传。在每年元旦、春节、五一、高考后、
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由县里成立的“滥办
酒席督查组”深入各乡镇街道严密督查。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查到一起，处罚一起，

有力刹住了滥办酒席的歪风邪气。
“按照县里面相关规定，我们“依托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工作机制，建立移
风易俗信息员制度，村里指定专人担任宣
传员，通过网格化监测当地红白事务办
理，加大事前预防和源头治理力度。”板溪
镇渠沟村党支部书记罗海说。

同时利用投放公益广告、发布倡议
书、悬挂宣传标语、墙绘等形式常态化的
加强宣传引导。

畅通违规酒席举报渠道和线索、专
门设立县级举报电话，明确县纪委县监
委受理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操
办酒席，县委宣传部受理城乡居民违规
操办酒席。

同时设立移风易俗“曝光台”。县融
媒体中心充分利用平台，在广播电视、微
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平台设立移风
易俗“曝光台”，公布举报渠道和联系方
式，建立问题线索管理台账，对反映的问

题及时处理，定期开展“回头看”。探索
建立移风易俗通报机制，对移风易俗突
出问题重点乡镇(街道)和职责落实不力
的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强化督促指导，确
保治理成效。

印江自治县探索的“三治”模式治理
城乡滥办酒席，推行“丧事四天办结”和
自助餐用餐模式，切实减轻了人民群众
的人情支出，新华社、贵州改革积极关注
印江做法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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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印江自治县强化村民自治，
村(社区)要按照县级出台的倡导性标准，
组织群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集体决
定，制定《村规民约》, 明确规定文明行
为、产业发展、尊老爱幼、邻里和谐、助人

为乐等相关规定。同时以群众会、院坝
会、板凳会、微信群等形式加强宣传引
导，做实群众工作，尤其是对重点户、重
点人要加强宣传，增强村民自我约束、自
我管理的内生动力。

“我们村通过开展常态化宣传，同时
对村民采取积分制管理，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明实践活动，2023年，获‘全市文明
村’称号。”天堂镇茶园村党支部书记张
羽华说。

如今，走进印江自治县的村村寨寨，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生活多姿多彩、
文明风尚蔚然成风……一幅乡村振兴新
画卷正在印江1969平方公里土地上徐徐
展开。

村民自治 弹响乡风文明“合唱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