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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

彩云之南起新风 ——对云南农村移风易俗简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观察

2017年8月21日，云南省石林县大可乡水尾村党

支部书记卢兴光为女儿操办升学宴70余桌，收受礼金

46890元，其中包括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礼金500元。卢

兴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婚丧喜庆事宜宴请宾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滋生了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讲排场、比阔气的奢靡风气，良好的传统演变为大

操大办、奢侈浪费的“面子工程”。一些党员干部甚

至借机敛财。这种现象在一些农村尤为严重，不仅增

加群众负担，而且损耗社会财富和资源，广大干部群

众深受其害。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遏制大操大办、人情攀

比等陈规陋习。对此，云南省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和措

施，以期通过树立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农村群众移

风易俗，营造风清气正、富强文明的乡村新风尚。

积弊已深的陋习有多“伤人”

在云南省大部分农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过万元

左右，但是婚丧喜庆事宜的支出却远远超过这个数。

如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仁兴、碧城、勤丰等

乡镇，一场普通人家的婚宴要“六七十桌”“二十多

种菜品”“办三天”，很多地方的婚宴在杀羊宰牛等

“标配”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螃蟹甲鱼等“基本

配置”。

攀比之风盛行,谁都不能“丢面子”。“你家二十

个菜品，我家也不能少，哪怕一半以上的菜都吃不完

浪费了。”禄丰县勤丰镇马街村委会古城村一村民告

诉记者，办一次婚宴花费在5万元左右。

婚宴如此，丧事更甚。在罗平县大部分农村，如

果家里有老人去世操办丧葬事务，已出嫁的女儿要组

织人回家“上祭”（买猪、羊和烟花爆竹），请演出

队“跳狮子”，还要请人写读祭文，仅写祭文一项开

支就在1100元左右，“跳狮子”一次费用为2000到

5000元不等。仅这套流程至少要花费1万元，更不用说

其他费用了。

说起大操大办给农村群众带来的影响，马龙县纳

章镇竹园村党总支书记鲁金宝坦言：“有的贫困户脱

贫后会因办一次婚丧喜庆事宜而返贫。”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黎山村谭友贵家就是如此。

“2008年大儿子结婚的时候，婚宴办了2天，每顿将近

30桌，一场婚宴办完，我家硬是借了近3万元外债。”

办的人“伤不起”，被请的人也苦不堪言。禄丰

县彩云镇南平村是典型的彝族村，若有亲戚去世，身

为亲戚的客人每家得牵上一只羊，还要请上至少一个

“吹打匠”（当地用喇叭吹奏哀乐的人）。“羊将近

1000元，‘吹打匠’每人每天500多元，一家就得出

差不多1500元。”村民鲁加英说，而南平村是禄丰县

的贫困行政村，当地2017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

7000元。

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客事”已从单纯的人情变

为用钱衡量的“人情债”，“人情”少则一两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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