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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铺张浪费的现象，金塘镇
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了解群众对年例
简办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镇情村情实
际，制定 《金塘镇关于推进移风易俗工
作的实施方案》。《方案》 的出台，规范
了村中设宴操作流程和办理标准，为全
镇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治理，破除陈规陋
习，引领乡村文明新风提供了指导依据。

金塘镇通过开展推进移风易俗攻
坚年行动，加大对人情礼金、宴席规
模等“限高”具体量化标准，让干部
群众了解标准、执行标准。同时，进
一步优化红白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
架 构 ， 广 泛 吸 纳 农 村 老 党 员 、 老 干

部、老军人、老教师、“两代表一委
员”以及农村“媒人”、红白喜事“总
管”等群体，用民间舆论、群众评价
的力量褒扬社会新风、批评不良现象。

金塘镇积极发挥好基层党员、村级
“两委”干部、医务和教育工作者等财
政供养人员这些“关键少数”的示范引
领作用，在全镇形成喜事新办，崇尚节
俭的良好风尚。成立工作专班集中整治
突出的大操大办现象，通过媒体曝光、
舆论监督、道德评议、典型选树等方
法，把豪设宴席、简设宴席、不设宴席
正反两方面典型个案置于公众视野，形
成激浊扬清的治理格局。

立规矩，加强村民自治

“刚开始时，不少村民觉得减少宴
席规模和清减菜式很没面子。当看到党
员干部作出了示范，便慢慢接受了年例
简办新办的做法。”金塘镇相关工作人
员陈土婵说，金塘镇的党员干部还组建
了移风易俗志愿服务小分队，深入街头
巷尾、田间地头、进村入户，通过促膝
谈心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树立正确

“人情观”和“面子观”，推动金塘镇形
成喜事新办、崇尚节俭的文明新风尚。

在做好法律宣传、政策教育的基础
上，金塘镇重点抓好针对党员干部婚丧
事宜报备、执行情况的纪律约束。村民
委员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乡

村自治组织，把治理红白喜事大操大办
纳入村规民约重点内容和农村基层自治
组织工作范围，重点抓好发动群众践行
村规民约、村民履行情况监督评议，通
过柔性管理形成自觉。

镇 、 村 、 组 三 级 充 分 利 用 微 信 、
户外横幅、宣传栏等多种宣传平台，
创新宣传方式，广泛传播新思想、新
观念。积极运用道德讲堂、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 （站） 等平台，深入推进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最美家
庭”和家风家训先进典型事迹报告等
宣传教育活动，着力推动形成勤俭节
约的文明年例新风尚。

强宣传，柔性管理形成自觉
今年年例期间，金塘镇村民会在

设宴前先统计好需要宴请的宾客人
数，确定好桌数，让来宾“对号入
座”，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同时宴
席也以简朴为主，饭桌上不再是大鱼
大肉、山珍海味的菜式，食材变回了
茂名籺、白切鸡、三丝炒米粉、香芋
扣肉、清蒸罗非鱼等茂名当地的传统
菜式，既经济实惠又具有当地特色。

“做年例也存在一种攀比心理，
如果规模不大就觉得自己没面子，动
不动就要办个二三十桌，费时费力又
费钱。如今就摆个两三桌自己家人聚
一聚，大家的观念转变了，也轻松了

不少。”金塘村的村民罗茂湖为村里
的这一变化“点赞”。

近年来，金塘镇群众思想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各村成立红白理事
会，大部分由村支部书记担任红白理
事会会长，吸收在群众中威信较高的
知名人士积极参与。大力倡导鼓励村
民改变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年例吃喝
浪费等现象，规范了村中设宴操作流
程和办理标准，并在村委会宣传栏公
示；另一方面，将移风易俗有关内容
纳入村规民约，并制作展板，悬挂在
村内醒目位置，进一步革除社会陋
习，倡导文明新风。

年例简办成新风尚

年例，一种集祭祀风俗、民间艺
术表演、宴请宾客于一体的传统民
俗文化活动，在粤西特别是茂名地
区尤为活跃。

早些年，一年一次的年例却成了
部分村民炫耀攀比的“财富竞技
场”。“你摆10桌，我就摆20桌，每席

10多种菜式，讲排场，最后剩下很多
菜肴，白白浪费。”广东省茂名市茂南
区金塘镇白石村村民朱叔回忆起做
年例的浪费现场，不禁惋惜。近年
来，金塘镇不断探索“新路子”推进移
风易俗，倡导群众文明办、节俭办年
例，及时刹住了“舌尖上的浪费”。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金塘镇：

年例简办成风尚 淳朴民风入心田

▲金塘镇木头塘村貌◀金塘镇白土村开展“好家风家训”诵读活动。

党建引领，宣传发动。大路村党
总支部充分利用党建网格化和党员联
系户工作机制，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细
分 6个网格，由村“两委”干部、村民小
组长、村民代表、责任党员等组成的网
格员队伍，摸排庭院面积、地理方位、
人群分布等信息，同时，了解群众对美
丽庭院、文明乡村建设的新需求、新要
求、新想法，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充分利用微信群、大喇叭、横幅、
倡议书等载体，对美丽庭院创建活动
进行广泛宣传，把宣传发动深入到村
头巷尾，营造“美丽庭院家家创”的浓
厚氛围。

党员先行，示范带动。党员主动带
头，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由党员家
庭先行一步，打造“党员庭院”，并引导
邻里群众、亲朋戚友等加入庭院建设。
如老党员陈孔泉从自家庭院着手，通过

建设“四小园”、打理庭院卫生，将党建、
优秀传统文化等元素融入庭院建设，使
自家庭院摇身一变成为示范点，让村民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们纷纷
见贤思齐，扮靓自家庭院，实现了从“站
着看”到“努力干”的转变。

标准指引，特色突出。“美丽庭院
该怎么建？有没有相关建设指引吗？”
大路村党总支部书记陈荣纳说，“这是
入户宣传时遇到最多的问题”。围绕
群众怎么建、建成什么样的问题，大路
村党总支部开展党日议事会，与群众
一起商议，共同制定了“家和、院净、室
洁、人美”星级美丽庭院创建标准。突
出本村红色资源丰富特点，注重融合
党建元素，坚持党建与庭院美化的结
合导向，对“美丽庭院”进行细化分类，
划分为红色庭院、党员庭院、乡贤庭院
三大类别。

党建引领村民齐参与

为进一步推进“美丽庭院”建设工
作，展示“美丽庭院”建设成果，建立健
全“美丽庭院”长效管理机制，大路村
不断树立好标杆，探索好经验好做法。

建立评星定级机制。围绕“家和、
院净、室洁、人美”创建标准，采取“农
户申报、村组自检、支部初验”形式，
每年评选一批“五星”“四星”“三星”
美丽庭院。推行星级牌匾流动挂牌、
动态管理，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的
积极性。

开展评比活动。常态化开展“互
看、互学、互评、互比”活动，晒成绩、看
亮点，找差距、促提升，形成比学赶超

的浓厚氛围。将美丽庭院创建与“星
级文明户”“孝老敬亲”“最美媳妇”“最
美婆婆”等评比活动深度结合，依托道
德评议会、村规民约及典型示范，涵养
文明家风村风。

建立监督管理机制。将庭院党建
纳入党建网格化管理，由网格长和责
任党员担任“庭院管家”，每周对所联
系户环境卫生进行动态监管，督促开
展“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同时，将庭
院党建创建工作纳入党建综合考核范
畴，定期督导，有效调动村级创建的积
极性，努力实现从“一家美”到“一村
美”，“一村美”到“村村美”的转变。

树立标杆探索好做法

庭院之美不仅美在颜值，更美在品
质。大路村推动美丽庭院建设与培育
文明乡风结合起来，坚持党建引领，将
墙绘、标语等党建元素融入庭院建设
中，利用庭院外墙设立“组事发布”“家
长里短”等宣传专栏，方便村民及时了
解村务及邻里琐事，并在建设过程中，
注重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文明行为。如把闲置的公交站，打造成

“党员微课堂”，方便党员群众读书学
习；在壹号公园里打造了“党日议事
亭”，方便党员群众民主议事，商讨解决
村中事务；将陈赓桃故居打造成为“红

色庭院”，通过修缮庭院，挖掘革命事
迹，以宣传栏、海报、宣讲等形式向党
员、群众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
林裕楹老校长在自家庭院内打造了“党
员读书亭”和百米“悠然诗廊”，制作文
化展示橱窗，吸引邻近学校学生、村民
过来读书看报，不断丰富精神内涵等
等，“美丽庭院”成为培育文明乡风的重
要载体。

如今，随着“党建+美丽庭院”深入
建设，大路村一个个富有内涵的美丽
庭院不断涌现，一幅幅展现文明乡风
的画卷徐徐展开。

美丽庭院培育文明乡风

走进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
袂花镇大路村，昔日村庄水泥小
道变身黑底化道路，闲置的公交
站变身“党员微课堂”，庭院整洁
有序、绿意盎然，还打造了读书

亭、“四小园”……近年来，大路
村探索“党建+美丽庭院”建设，
大力培育文明乡风，不断提升村
庄“颜值”和“气质”。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大路村：

“党建+美丽庭院”让村庄颜值气质双提升

▲大路村村貌 ▶大路村“最美庭院”一角

▲金塘镇年例民俗新风尚

▲大路村在“最美庭院”里开展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