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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开远市张雪萍：价值观
扭曲和精神文化贫瘠，是天价彩礼
和粗俗闹婚的根源。要解决好这一
问题，思想教育当先行。可采取多
种渠道宣传、教育民众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加强婚姻家庭教育，从思
想上认识到这种行为举止不可为，
通过身体力行，推进社会风气逐渐
好转，让婚姻回归爱的本真。

    
怒江州泸水市杨国怀：彩礼之

谓，彩头而已。礼轻情意重，方是
珍重，方是出彩。无度索要，且不
顾被索要家庭的经济情况，始终让

人心里不畅快，彩头何在？彩头之
礼，应是男女双方你情我愿，在可
承受的范围之内方好。

    
临沧市耿马县杨茂芳：首先，

基层组织发力。通过制定村规民约、
社区公约，明确最高限额标准，对
超标的给予惩处 ；其次，新媒体发
力。运用快手、抖音、微信等新媒
体平台，多传播婚事新办、婚事从
简的文明婚俗新风尚；再次，舆论
监督发力。及时曝光伤风败俗、大
操大办的人和事，尤其加大对党员
干部及其家属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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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些婚礼中的不文明现象，不仅与传统文化习俗背道而驰，

还与现代社会文明乡风建设格格不入，必须革旧鼎新，共育文明婚

俗新风，让婚礼回归质朴、体现内涵。

制度保障要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对公民的结婚行为作出

了明确规定，各地可因地制宜出台地方性规章制度或措施办法，为

共育文明婚俗新风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在充分尊重传统婚

俗和多元礼仪的基础上，要坚决抵制封建迷信和低俗文化，推动婚

俗改革，探索形成既符合现代文明标准，又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婚

俗礼仪。

村规民约要细致。针对婚礼物质化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婚礼

低俗化导致恶俗的不良体验等问题，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专门的

文明婚俗村规民约，把宴席规模、菜品价格和文明闹婚行为等具体

内容规范化、制度化，通过全体村民认可并共同遵守，逐步摒弃陈

规陋习。

党员干部要带头。党员干部是一面旗帜，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引领性。特别在群众参与人数多的婚礼活动中，

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做好表率，管好家里人、发动身边人，积极

引导广大群众改陋习、讲文明、树新风，倡导形成简约适度、高尚

雅致、文明向上的婚俗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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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在外务工、上学的人们陆续返乡过年。亲友间除了畅叙离
情外，也有人忙于人情应酬，甚至聚众赌博等，常有人抱怨过年无趣、疲
惫不堪。如何过一个更有意义的春节？

下期话题：让返乡过年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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