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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白白事事吃吃自自助助，，半半年年省省了了5500万万
微山移风易俗经验在不少村庄被复制，文明节俭成新风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实习生 梅春菲
通讯员 黄玉体

红白事吃自助
一顿宴席省两万元

红白事吃自助餐，听上去
是否很新鲜？微山县夏镇街道
箭道村在2014年就已经这么做
了。

走进箭道村宽敞明亮的宴
会堂，一排排整洁铮亮的自助
餐具映入眼帘，一张张桌椅摆
放整齐，空调、风扇一应俱全，
让人放佛置身大酒店。大厅一
侧还搭有简易舞台，满足村民
需要。每当有红白事时，餐具里
盛着精致的菜品，荤素搭配、营
养均衡，还有水果点心、啤酒饮
料，大酒店有的，这里一样都不
少。

村民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以前村里人办喜事，需要提前
三天张罗，搭棚子、筑锅台、买
食材、请厨师。加上结婚当天，
得折腾四五天，每天都得安排
前来帮忙的人吃饭。一场婚礼
下来，花费少则三四万元，多则
七八万元，还有的甚至十几万
元。现在，婚宴改成自助餐每家
能节省两万多元。而且，自助餐
还文明、节省、卫生。

其实，早在1998年，夏镇街
道箭道村就创办红白宴会堂。
2014年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将红白宴席又改成自助餐宴
席，并给予执行自助餐宴席制
度的村民每户1000元的奖励。
对菜品在原有传统宴席的基础
上加以调整，既迎合了村民吃
流水席的习俗，又为事主省去
搭建礼棚、租用音响、置办桌宴
等多项开支。17年来，这一做法
已累计为村民节省1200余万
元。

不只在箭道村，微山县傅
村街道运河社区投资50余万元
建设了喜宴堂、白宴堂供群众
免费使用。规定每桌标准不超
过300元，受到群众真心点赞，
这一经验在傅村街道傅村社
区、富源社区、闫庄村、邵庄村
陆续复制。仅今年上半年，这一
做法就已为村民们节省了50多
万元。

农村移风易俗
也写进了村规民约

“自助餐按统一时间用餐，
从上午10时30分到下午1时30
分”、“提倡儿女带黑纱，其他亲
属带白花，实行节约吊唁”、“在
家请厨师操办的，每桌不超过
300元”……在这些村子，移风
易俗工作做得顺利，离不开微

山县各级各部门，尤其是各村
“两委”的努力。如今这些规定
早已明确写进了村规民约里。

微山县地处鲁苏两省三市
九个县市区结合部，是典型的
湖区、边区、矿区。受地缘辐射、
传统观念和历史习俗的影响，
城乡居民大操大办、比阔斗富、
盲目跟风办理婚丧事宜的陈风
陋俗积习久远，助长了人情消
费之风，增加了群众经济负担，
基层群众对此反应强烈。

近年来，微山县委县政府
把移风易俗作为深化乡村文明
行动的关键环节分层梯次推
进，把红白理事会建设作为培
育淳朴乡风民风的基础性工
作。坚决取缔靠利益链接的自
发组织，对婚俗事宜标准不一、
自治程度较松散的红白理事会
进行再选举，由群众推举德高
望重、热心服务、公平公正、崇
尚节俭、有一定礼仪特长的老
党员、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
等组成。

其余村子，也都在遵照县
镇指导意见并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村(社
区)红白事办理流程、标准要
求，纳入村规民约并公示上墙，
同时配套建立了移风易俗重大
事务报告公示制度，事主及时
申报婚丧事务，红白理事会公
示婚丧事务办理服务情况。

5日，济宁市乡村文明
行动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会
在微山县召开。夏镇街道
箭道村、傅村街道运河社
区等投资建设喜宴堂、白
宴堂供群众免费使用，提
倡吃自助餐，或每桌标准
不超过300元，受到群众真
心点赞。几年来，这些经验
在周边村庄陆续复制，文
明节俭蔚然成风。

会上，金乡县、曲阜石门
山镇、汶上郭楼镇也就各自
遏制婚丧嫁娶铺张浪费、破
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等移
风易俗特色作了介绍。济宁
有6000多个村庄，情况不同，
差异很大，像村规民约修订、
公益性公墓建设、红白事程
序和费用标准等，需结合各
地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广泛征求村民意见。

目前，济宁市级已建立
了乡村文明行动移风易俗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制定了《乡
村文明行动移风易俗工作方
案》和《农村移风易俗工作责

任分工》。根据方案，到今年
年底，全市所有村居要普遍
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
普遍建立起红白理事会并切
实发挥作用。

同时，各民政部门要合
理调整基本殡葬服务减免补
贴标准，逐步扩展免费服务
的范围，进一步减轻农民负
担。要推出一批群众喜闻乐
见、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
品，广泛开展群众乐于参与、
便于参与的节日民俗活动，
让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活起来、传下去。

调整殡葬补贴标准
扩展免费服务范围

葛相关链接

2014年后，每当有红白
事，微山县箭道村村民都
改吃自助餐。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摄

移风易俗写进村规民约。本报记者 贾凌煜 摄


	H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