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婚俗改革、倡

导喜事新办是讲文明树

新风的重要抓手，更是

移风易俗、为民减负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之举。

近日，市民政局向前来

登记结婚的新人宣讲婚

俗改革。

婚姻的仪式感从领

证开始。在民政社工的

指引下，前来登记的新

人有序排队、登记领证。

同时，市婚姻登记处开

设“幸福讲堂”，向新人

传递文明婚恋观和新型

婚俗观，并发放书籍《中

国家风家训》以及婚俗

改革宣传品。

市婚姻登记处主任

李文彬介绍：“要革除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符、增加群众负担、造成

无限攀比、低俗繁琐的观

念和礼仪。”

据了解，2021 年，我

市被列为婚俗改革试验

区。市婚姻登记处通过

开展“倡导文明新风 助

力婚俗改革”公益慈善

活动、向革命烈士献花

活动、邀请退役老兵现

场为新人讲党史等，大

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

俗，在全社会营造文明

向上的婚俗氛围。

李文彬说：“市婚姻

登记处将充分发挥阵地

作用，大力推进婚姻领

域移风易俗，宣传倡导

现代文明的婚姻价值

观，引导新人自觉摒弃

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

旧俗陋习。”

记者 朱月 唐超

婚俗改革 幸福同路

民政局举办婚俗改革移
风易俗主题宣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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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10 部门出台“政策包”集成式支持婚俗改革
日前，省民政厅、省委宣传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婚俗改

革试点工作政策措施清单》，切实发

挥多部门协同作用，研究制定遏制天

价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正

之风的有效措施，共同推动形成文明

节俭的婚俗新风。

据悉，自民政部 2020 年 5 月启

动全国婚俗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我

省南京市建邺区、东台市、无锡市滨

湖区先后入选全国婚俗改革实验

区，省民政厅也确定了 24 家省级婚

俗改革实验区。

婚俗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此次印发的政策措施清单，是全国首

份省级层面集成式支持婚俗改革的

“政策包”，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具体任

务和支持举措，为婚俗改革试点提供

了有力政策保障。

省民政厅：支持和指导试点县

（市、区）开展婚姻家庭辅导、婚姻危

机干预、离婚冷静期调解、结婚颁证

服务、举办现代简约婚礼等婚姻家庭

服务；有针对性地修订村规民约和居

民公约，充实依法结婚、婚事新办、文

明节俭、抵制陋俗等移风易俗内容；

鼓励有条件的婚姻登记机关设置社

会工作岗位，开展婚姻家庭社会工

作、婚姻文化沙龙和志愿服务。

省委宣传部：指导试点县（市、

区）文明办将治理天价彩礼、倡树婚

事新办等移风易俗内容纳入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通过制作公益广告、拍

摄微电影、开展征文比赛、征集诗歌

等活动，广泛宣传婚俗改革的相关

政策、生动实践和先进典型。

省司法厅：支持和指导试点县

（市、区）为有需求的婚姻当事人提

供法律咨询、婚姻家庭矛盾调解等

公共法律服务。

省商务厅：支持试点县（市、区）

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组织

的宣传引导作用，鼓励酒店餐饮推广

简约实惠的宴席套餐。

省文化和旅游厅：支持民政部

门在有条件的景区建设公园式婚姻

登记处，设立户外基地举行集体婚

礼和颁证仪式，倡导绿色简约的文

明婚礼；支持试点县（市、区）挖掘和

保护优秀婚俗礼仪文化，编排婚俗

改革主题文艺巡演活动，鼓励将具

有浓厚地方传统文化特色的优秀婚

俗列入非遗保护名录。

省市场监管局：指导试点县

（市、区）对婚庆等活动加强食品浪费

监督管理，大力倡导光盘行动。

省高院：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妥

善审理婚姻家庭类案件，做好案件

当事人的诉讼服务工作，加强与民

政部门的信息沟通。

省总工会：支持试点县（市、区）

教育引导职工举办文明节俭的婚礼。

团省委：支持试点县（市、区）加

强对青年正确婚恋观的教育引导。

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文明乡风宣传

活动。

省妇联：支持试点县（市、区）开

展孝善教育，将移风易俗内容纳入

寻找“最美家庭”、创建“五好家庭”

等家庭文明建设活动，同时依托县

（市、区）婚姻登记处等阵地，配合开

展婚姻家庭辅导工作。

下一步，省民政厅将加强对婚俗

改革工作的组织协调和跟踪指导，坚

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围

绕积极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倡导

简约适度婚俗礼仪、培育文明向上婚

俗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教等方面，

创新工作载体，搭建交流平台，推广

试点成果，健全长效机制，不断拓展

婚姻管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引导群

众革除婚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互

相攀比等陈规陋习，持续推进婚俗改

革落地见效，促进婚姻幸福、家庭和

谐、社会文明。

来源 我苏网

初见盛云龙，他衣着朴素、待

人温和，让人倍感亲切。盛云龙今

年 76 岁，有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

夫妻恩爱，儿孙孝顺，一家人在梓

潼社区友爱邻里、热心公益，传承

着好家风，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文

明家庭”的善与美。

好家风涵养好作风

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

众而亲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言

行守信、友爱亲朋一直是盛云龙对

家人的要求，在这则家训的影响下，

老夫妻结婚 50 年来相敬如宾，互敬

互爱互商互谅；儿子儿媳以父母为

典范，夫唱妇随、相濡以沫；孙子在

这样的家风中成长，也十分乐于助

人，踊跃参与公益活动。

“每次学校举行捐款活动，我

们都鼓励孙子积极参加，帮助有需

要的人。”盛云龙的妻子许道文说，

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爱心和责任心，

长大才能有担当。生活中，盛云龙

也总是以身作则，引导儿孙尊老爱

幼，在他看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

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因此，他以宽容和理解，带领家人

共同经营和睦美满的文明之家，传

承良好家风。

乐于助人关爱邻里

盛云龙家对门住着一位独居老

人，名叫谢玉珍，谢玉珍不识字，有

个养女住在乡下。每次谢玉珍家里

水、电、下水道等出现问题时，都是

许道文去帮忙。去年，楼下绿化树长

出的树枝挡住了谢玉珍家部分阳

光，每逢阴天，就算是白天，家里也

需要开灯，让谢玉珍生活十分不便。

盛云龙了解情况后，忍着腰疼帮谢

玉珍锯掉了遮挡阳光的树枝。

平日里，盛云龙一家的热情、善

良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邻里间只

要有人需要帮忙，盛云龙一家总是

竭尽所能，因此深得大家的信任和

尊重。盛云龙家所住小区是无物管

小区，楼道无专人打扫，老夫妻俩几

十年如一日打扫楼道卫生，他们总

说：“年轻人上班忙，没时间，我们打

扫打扫也算为社会作贡献了。”去年

2 月份，小区 1 号楼临街化粪池漫

溢，给居民生活造成诸多不便，还影

响城市形象。盛云龙老两口把小区

的事当作自己家的事，多次到相关

部门寻求解决办法，挨家挨户征询

意见、代收费用，前前后后忙了小半

个月才彻底解决了清理维修问题。

小区门口餐饮店排烟系统

损坏，油污排入下水道，将

小区下水道堵塞，油烟让居

民苦不堪言，盛云龙儿子许

俊杰听说后一边向社区反

映，一边与餐饮店老板交

涉，经过多次协调，最终解

决了油烟问题，还居民清爽整洁的

生活环境。

发挥余热不遗余力

奉献爱心、帮助别人，对盛云龙一

家来说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2018

年 12 月以来，盛云龙老两口在梓橦社

区乐龄居家养老中心义务工作，在他

们的带动影响下，一大批老年志愿者

参与到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中。

“乐龄居家养老中心在资福巷

内，每天都有 40 多名老人在这读书

看报、下棋等。每逢传统佳节，不少

老人都来参加活动，欢聚一堂、其乐

融融。”盛云龙告诉记者，自己只是

做些打扫卫生、烧水泡茶的小事，他

说作为老党员就是要发挥余热。

盛云龙一家虽然生活俭朴，但

每年“慈善一日捐”活动，他们家都

会参加。儿媳陈芳的朋友得了重病，

治疗时间长、费用高，家里负担较

重。盛云龙得知情况后，不但经常探

望，还力所能及地资助，同时号召社

会人士为其捐款，解决其看病难的

问题，重燃了其生活的希望。

记者 杨雪婷

盛云龙家庭：情暖家庭 爱洒社区
5 月 21 日—22 日，

2022 年中职职教高考文

化统考举行。我市设仪征

技师学院考点，全市共

593 名考生参加考试，考

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

语 3 门文化课及相应专

业的综合理论课。

考试前期，市教育

局组织召开了考务工作

培训会，强调监考纪律

以及考试结束后试卷的

核查等工作，要求全体

工作人员严守岗位、尽

职尽责，确保考试有条

不紊进行。仪征技师学

院教务处牵头相关部门

和系部，做了精心部署

和周密安排，确保各考

场设备设施配置到位、

完善，全力做好考试期

间师生的后勤保障服务

工作。该院还布置了备

用考场和隔离考场，安

排了医务人员，确保遇

到突发情况能够及时、

有效处理。

考试期间，监考教师

认真履行监考职责，考生

仔细、安静答题，各考场

秩序井然，两天考试没有

出现一例违纪现象。

据悉，下月中旬，所

有考生将参加技能考

试，之后开启志愿填报

等工作。

通讯员 陈修勇

中职职教高考文化统考结束
我市 593 名考生参加

盛云龙读报摘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