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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措减轻人情负担

年关临近，农村宴请活动增多，
造成人情消费不断加重。只有从宣传
引导、制度建设、协同推进上下功夫，
才能减轻农村人情负担。

宣传教育“引”。要强化宣传
教育，通过宣传栏、发放传单、“大喇叭”
宣传等方式，以及利用院坝会、户主会、
村民代表会等，对文明办宴、节俭办
席进行广泛宣传，引导群众认识婚丧
事宴请宾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
正常的人情往来不可避免，但要力戒
讲排场、比阔气的奢靡风气，避免大
操大办、奢侈浪费的“面子工程”。

村规民约“导”。地方党委、
政府可出台规范农村操办婚丧事及其
他涉及人情消费的指导性文件，对宴

请范围、对象、规模等进行规定。村
（社区）则根据指导性文件和村情实
际，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村规民约
的修订，用村规民约对农村宴请行为
进行规范，量化随礼标准，指导村民
简办婚丧事。

协同推进“治”。充分发挥政
府部门及驻村干部的作用，与村组干
部一道强化对农村宴请活动的检查和
引导。用好用活乡村“红黑榜”，对
文明办理婚丧事等活动，邀请对象范
围不扩大、宴席办理不攀比、菜品安
排不铺张的，用“红榜”给予表扬、
奖励；对不遵守村规民约，文明、节
约办宴落实不好的，用“黑榜”点名，
并予以惩戒。

胡晓华

春节之后，不少农民工朋友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将踏上外出务工
之路。可务工之路并不平坦，有些人出发前缺乏思考谋划，又不懂专业技术，
进城后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甚至不得不再次返乡。外出务工，你
准备好了吗？

下期话题：外出务工你准备好了吗？

大理州祥云县杨丽芳：列出红白事简办的具体标准，科学合理设
定份子钱等标准，让监管易于操作，将“浮夸”礼金现象扼杀在摇篮里，
把“人情债”变成人情味。把乔迁生子、升学祝寿等活动列入不设宴、
不送礼、不收礼等动态监管平台。党员干部需带头引领，引导村民实
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

    
曲靖市宣威市刘明福：严禁党员干部利用婚丧事等敛取财物，动

员村干部和党员带头签订抵制陈规陋习承诺书，向群众发放倡议书，
让农村人情消费陋习失去生存的土壤。同时，不断增加农民就业、城
乡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服务供给，提高村民收入，进而减轻人情负担。

    
红河州开远市张丽琴：可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好邻居、好儿媳等

评选活动，用典型的力量激励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向上向善，从而树立
鲜明的价值导向，摒弃歪风陋习，形成弘扬传统美德、树立文明新风
的良好氛围，为建设文明乡风提供强大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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