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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陈 规 陋 俗 该 改 改 了 ！

在农村，婚丧嫁娶是常见的事。
谁家办得场面大，谁家收的礼金多，
谁家的子女能主事， 也一直是农民
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此一来，农村里的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等，一度愈演愈烈，让很多
农民群众背上了不堪重负的人情

债、金钱债。 一段时间以来，本报收
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 呼吁进一步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尽快破除陈规
陋习，尽快遏制人情歪风。

近日， 本报记者深入部分农村
地区， 专题调研农村移风易俗的有
关情况， 实地了解广大农民群众对
红白喜事是怎么想、怎么办的。

——— 来自部分农村地区移风易俗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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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
大操大办之风盛行， 社会广泛
关注， 群众反映强烈。 推进移
风易俗， 培育文明新风， 成为
当前乡村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围绕其中的有关问题， 记者采
访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

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
记者 ： 您长期关注和研究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 对于近年
来农村地区的红白喜事及其发

展变化， 您有什么观察和思考？
吕德文 ： 近年来 ， 根据中

央部署， 各地各部门全面推行
移风易俗， 农村地区节俭办事
的风气愈发浓厚， 很多农民群
众之间的人情债少了， 人情味
浓了。 与此同时， 仍有一些现
象和问题值得关注。 比如， 在
一些地方， 农民群众操办红白
喜事时 ， 仪式上出现了变化 ，
一些人会请来外来演出团队甚

至有恶俗、 低俗的表演， 有伤
风化。 再如， 一些地方的群众
在办理丧事时， 可能会出现一
些出格甚至违法的事情， 依然
掺杂有一些迷信活动。

如果再仔细观察 ， 各地的
礼金也有不同特点。 比如近些
年来， 在我国北方一些农村地
区， 彩礼增长得较为明显， 男
方家庭需要凑齐一大笔支出 。
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农村地区 ，
主要是平时的人情宴越来越多，
人们随礼的频次越来越高， 人
情债让人不堪重负。

还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与发
展， 有些村落里有经济实力的人操办红白喜事时
排场特别大， 档次特别高， 导致本村的人都不敢
随礼了， 给少了显得不合适， 多给点又没有经济
实力。 久而久之， 容易出现被孤立、 不合群的情
况， 不利于整个村落的和谐相处。

记者： 近年来， 社会上屡屡曝光天价彩礼、
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的新闻， 背后有人情、 面子
的因素。 请问， 这些陈规陋习为何难扭转？

吕德文： 以前， 我国的农村地区天然地孕育
着一种内在的社会治理机制， 比如乡贤文化、 村
规民约， 对农民群众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约束作
用， 操办红白喜事会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习
俗。 即便是农户自主设宴办事， 也不敢太夸张太
出格， 不会对风土人情产生强烈的影响， 否则就
可能会引来全村人的舆论压力。

如今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 特别是 “流动中
国”、 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 农村地区内在治理
机制的约束作用正在减弱。 特别是对于一些常年
在外务工的人员来说， 他们与乡里乡亲的来往走
动， 往往是因为家里还有留守人员需要照顾。 一
旦人情附着上了 “功利”， 一些不正之风就容易
滋生和蔓延。

另外， 红白喜事以前是村里办 ， 大家一起
办， 现在是自己办、 交给市场办， 这种市场化的
运作机制也容易让一些农民群众产生攀比、 排场
的心理。 特别是一些红白喜事的供应商、 服务商
有意识地营造市场竞争氛围， 比如开发不同类型
的鞭炮、 制定不同档次的宴席套餐， 甚至搞起
“私人订制”， 这也会对农民群众产生一种心理的
刺激。

记者： 如今， 各地各部门正在全面推行移风
易俗。 对于如何进一步开展好这些工作， 您有什
么意见建议？

吕德文： 移风易俗往往是一种不产生直接经
济价值的工作， 甚至有时候由于工作方式方法的
不当， 容易制造出新的矛盾， 影响干群关系。 与
此同时， 移风易俗又是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 对
农村地区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因
此， 这首先是对地方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 是否
真的下决心、 下硬功夫把这件事做好。

其次， 移风易俗要注意因地制宜， 不能简单
地 “一刀切” “全覆盖”。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
情况， 究竟是随礼太频繁， 还是酒席的档次太
高， 究竟是婚礼办得太高调， 还是丧事办得太出
格，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进而各个击破， 不
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把合乎常理、 群众没意见的
也 “一网打尽” 了。

此外， 移风易俗不是一个简单地依靠行政手
段就能完成的工作， 本质上是群众工作。 广大党
员干部要学会结合群众的需求， 找准发力点， 顺
势而为， 打开局面。

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自治、 法治、 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
用， 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的示范带头作用， 充分发
挥党员、 乡贤、 社会组织的力量， 让移风易俗逐
渐入脑入心， 让节俭办事成为习惯， 塑造新时代
农村新风貌。 比如， 现在很多农村地区成立了红
白理事会， 这就是一个积极有益的探索。

本版文图综合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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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男方上门提亲，
约定俗成要带着聘礼。 如今，双
方家庭坐在一起谈婚论嫁 ，彩
礼依然是顶要紧的事情。 调研
采访中， 对于多年来彩礼的变
化， 很多老辈的农民有说不完
的话。

河南新乡县翟坡镇朝阳社

区村民杨素芬说，上世纪 50 年
代 ，爷爷娶奶奶 ，用了半斗米 。
可是现在，儿子娶媳妇，差不多
要花掉父母大半辈子的积蓄 。
还有老人说，30 年前，农村人嫁
闺女 ，一般要 “三金 ”，即金戒
指 、金耳环 、金项链 ，有时还希
望男方家庭想办法给闺女办一

个城镇户口。 30 年过去了，“三
金 ”变成了 “三子 ”，即票子 、车
子、房子，并且有些女方家庭要
求，房子一定要买在城里。

“养女就像建银行，养儿就
像闹饥荒。 ”谈及近年来屡屡曝
光的 “天价彩礼 ”，河南新乡县
朗公庙镇毛庄村村民杨振荣念

了这句顺口溜。 他说：“结婚太
疯狂， 要车又要房。 不给还不
行， 轻则影响以后小夫妻俩的
感情、两家人的关系，重则当场

翻脸不认人，连婚都结不成。 ”
因为彩礼，有的“乡村爱情”似乎不再那么美

好。 基于此，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全面倡导移风易
俗，通过宣传教育、限额规定等一系列办法，引导
农民群众“为爱减负”。 “我们出台规定，农村结婚
彩礼一般不超过 2 万元。 这其实是给了百姓一个
台阶，既不伤面子，也高高兴兴操办了婚事。 大多
数人是非常赞同的。 ” 新乡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伟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关于彩礼问题，很多父母
和子女的认识、心态正在变化。 “早些年，很多农村
人生活贫穷，特别是年纪大了，干不动活了，就基
本没收入了，所以特别在意彩礼。 ”黑龙江省方正
县方正镇党委书记高守星说 ：“如今生活条件好
了，各方面的保障也多了，很多家庭嫁女儿、要彩
礼，主要是为了女儿着想，希望为孩子们的家庭建
设多打一些基础。 ”

邢玉兰是江西南昌西湖区桃花镇观洲村的农

民，最近她女儿的婚事提上了日程。 “闺女总是说，
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彩礼多少无所谓，不要都行。
可我始终觉得这样不合适，会遭村里人笑话。 ”邢
玉兰说。 为此，她经常向丈夫抱怨，可得到的回复
是：“只要闺女愿意，别为了彩礼闹得不愉快，要多
了彩礼，反而让人笑话。 ”

一个是“要少了会遭笑话”，一个是“多要了会
被笑话”。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
授温铁军看来，这本质上就是一个“脸面”问题。 有
些农民群众并非真要彩礼， 只是男方在礼单上多
写一点钱数，乡里乡亲看见了，他们脸上有面子。
事后他们会把礼钱退给小两口， 作为小两口的生
活保障。

“厚葬”问题为何难扭转？

一些年轻人离土又离乡，返乡大办丧事，也是为了一个面子

前不久，记者来到黑龙江桦南县驼
腰子镇愚公村村委会的活动室，农民群
众自发组织的小剧团正在热闹地排练

着。 可是，刚一谈及小剧团的发展前景，
神采飞扬的剧团负责人米凤宝立即皱

起了眉头：“后继无人。 ”过了一会，他又
轻悄悄地冒出一句：“年轻人都出去务
工了 ，没办法 ，他们也要讨生活 、求发
展。 ”

记者在全国多地走访中发现 ，“空
心化”是当前农村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
题，稍微年轻的、能干活的，很多都进城
务工了，年迈的留守老人只能自己照顾
自己。

另一方面，在一些人看来 ，相比于
赡养老人，老人去世后的安葬须格外重

视。 在一些农村地区，纸人、纸马、纸彩
电、纸家具都已过时，祭祀时烧“豪宅”
“豪车”，甚至纸做的手机、平板电脑也
屡见不鲜。 有些人还专门请戏班子唱
戏、乐队演奏或剧团演出，一天下来，少
则五六千元，多则一万五六千元。

花费最多的是买墓穴 。 在一些地
方，根据公墓位置的不同，价格也有所
不同， 一个普通合葬墓售价为 3 万至 6
万元，豪华高档墓地的价格高达几十万
元，并且可以根据个人要求来修建。

面对如此高额的“白色消费”，很多
采访对象坦言“负担不起”，即便如此，
也要打肿脸充胖子。 记者采访了解到，
厚葬问题有着各种各样的感情因素，其
中一些人是虚荣心作祟，讲排场、争面

子，还有一些人是从众心理，不愿留骂
名。

夏显有来北京打工快 20 年了 ，很
少回安徽老家，用他的话说，“已经不适
应家里的气候了”。 只有前两年老父亲
去世时，他才第一时间赶回去。

“回到家的第一感觉就是手足无
措，”夏显有回忆：“离开这么多年了，家
里办丧事的风俗习惯已经完全没有印

象了。 有几个亲戚给我讲这讲那，讲了
一晚上，我脑子都是蒙的。 ”

后来，夏显有请了几个懂行的老人
帮忙主持、操办。 选墓地、扎纸活、雇演
出、 办宴席……老人们提出的所有事
项，夏显有都是按高标准、高档次支付，
总共花了将近 12 万元。 “一是为了让父
亲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二是弥补多年
在外打工不能尽孝的愧疚。 三是不敢从
简办丧事， 怕遭到老家人的白眼和唾
骂，以后还有什么颜面来往。 ”据夏显有
回忆，办宴席时，很多亲戚都不太认识
了，他是挨个挨个对名单，生怕落下了
谁，生怕事后说闲话。

人情债面前，谁受益了？

礼尚往来更频繁了，人际关系却未必更亲近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一个词———躲

年，意思是逢年过节时，为了躲避家乡
亲戚朋友的各种人情往来， 比如结婚、
买房、拜年，选择不回家，否则在外辛辛
苦苦务工一年，过一个年，人情负担可
能会掏空半个腰包。

平时 ，各种各样的 “人情宴 ”也不
少。 盖房子、店铺开业、考大学、参军、生
孩子、孩子满十岁、成年人三十六岁等，
都是农民办酒席的名目。 对此，很多采
访对象表示，邀请了就得去，去了就得
上礼，如果不去，就怕被人议论。 “宁荒
一年田， 不丢人情场”， 硬着头皮还得
去，甚至为了人情，不惜把自己的养老
保险金当随礼钱送出去。

“要钱要得急， 做个四十七———有

个朋友， 四十七岁生日也要摆宴席，光
他一户人家，我一年就去了三次！ ” 湖南
省华容县治河渡镇紫南村党总支书记

徐绍文对前些年赶人情的“盛况 ”印象
深刻。

人情风越刮越盛 ， 人情债越积越
多， 一些人认为原来送出去的礼金太

多，遇事不操办自己会吃亏，于是就刻
意借各种喜事收礼。 在河南大学哲学与
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赵炎峰看来，农村
地区的礼尚往来更频繁了，人际关系却
未必更亲近。

人情消费当适可而止。 近年来，在
全面推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很多地方
提倡 “婚嫁新办 、丧事简办 、其他事不
办”，着力扭转人情消费中的不正之风。

如今 ， 在黑龙江方正县 ，“德礼之
家”普遍设立，免费为操办红白事的村
民提供音响、电子显示屏、餐具、桌椅等
用具。 同时，“德礼之家”明确规定，“设
账房最高份子钱不超过 50 元”“正席每
桌按十人计，每桌汤菜不得超过 10 个，
白酒每瓶控制在 30 元以下” ……由于
各家参照统一标准，攀比的情况大为减
少，村民们的人情债压力也减轻不少。

在河南新乡县，全县各村均建成文
化广场，并在广场上建立道德教育文化
墙， 刊登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
规民约、文明家庭、故事漫画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内容，努力让节俭办事的理念

入脑入心。
在湖南华容县 ， 乡风社风明显好

转。 有数据统计，全县人情宴的次数由
2016 年的 6.9 万次减少至 2018 年的 2
万次， 操办人情宴的总支出由 2016 年
的 34.9 亿元减少至 2018 年的 9.1 亿元。

对于移风易俗的变化，华容县三封
寺镇华一村的村民刘启明感受明显。 刘
启明以前是村里的厨师，菜刀、炒勺、案
板……这些过去都是他常年不离手的
物件，如今都收进了柜子。 他已经改行
捕鳝鱼了。

据了解 ，以前 ，村里各种宴席真是
多，都请刘启明去掌勺，一年忙下来，有
百把桌。 如今没事搞，一个月搞不了一
桌。 在刘启明看来，乡亲们这样省不少
钱， 也挺好。 他说：“家家户户都操办，
看起来是互有来往 ， 但人情活动越是
频繁， 酒席开支就越多 ， 再加上相互
攀比， 档次越抬越高 ， 钱都消耗在酒
桌上了。 ”

“办一个酒席，劳心费力 ，算算账 ，
自己也留不了多少钱！ ”华容县治河渡
镇紫南村村民胡正跃深有同感 ：“买菜
要钱、厨师要钱，一桌菜钱就要四五百
块；买烟还不能太差，酒席办得不好，还
要被人笑话！ ”

在人情债面前，每个家庭都成了输
家。

怎样才是真正“ 有面子”？

杜绝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红白理事会来了，谁都不想被公开批评

记者了解到，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
别是交通的便利、网络的发达，城乡之间的
时空限制打破了，很多城市里的“新潮”，短
时间内就通过流动人口、社交网络传入农村
地区。 比如，在一些村里，集体婚礼、旅游结
婚越来越多了， 即便是传统的请客吃饭，宴
席上也会出现一些新布局、新游戏、新菜品。

另一方面，“新潮”往往良莠不齐，好的、
不好的都涌进了农村。 城市化进程中，各种
思潮频繁交汇，农村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遭
到冲击与解构。特别是拜金主义同样侵蚀着
乡村的土壤，许多农民被裹挟其中。

“拱门”，也叫“彩虹门”，是湖南华容县
红白喜事的一个习俗。当地人认为拱门有引
路的作用，隔几百米就会设置一个，拱门上
写着亲友祝福的话。 “谁家会办事，就看谁拱

门多。有的一路搭过来，绵延一两公里，每个
亲戚送一个，这明显是一种铺张浪费。 ”湖南
华容县三封寺镇华一村党总支书记刘再跃

说。
2017 年 6 月，华容县设立了全省第一个

“治婚丧陋习、刹人情歪风”专项整治工作办
公室（简称“治陋办”），首先就拿拱门开刀。

据湖南华容县治河渡镇纪委书记毛良

会介绍，起初工作压力也很大。 有个乡友的

家人过世，镇干部去做工作，说有一个拱门
就行了。 乡友直言：“太过分了！ ”没办法，乡
镇党委书记、镇长出面，天天去家里做工作，
乡友这才同意拆拱门。

“我们花了很大的气力， 老百姓慢慢地
认可了，工作就好开展了。 ” 湖南华容县插
旗镇治陋办主任李学祥说， 大家逐渐意识
到，大操大办只是一种浪费，图虚荣其实没
啥意思。

识得破更须抵得过。 许多陈规陋习、不
良风俗，既然问题出在“面子”上，那就在“面
子”上做工作。 “我们经常邀请村里有声望的
老党员、老教师参加，对村民婚丧嫁娶、赡养
老人、邻里相处等方面进行评议。 一个村就
这么大，村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谁想自家
办的喜事儿被公开批评呢？面子上多过不去
啊！ ”江西南昌西湖区桃花镇观洲村村支书
杨南京说，这样坚持下来，推进移风易俗就
好开展了。

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但没有对传统
中的陈规陋习的淘汰，就没有进步。 在采访
中，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已经认
识到，推进移风易俗，眼下看，每家都是受益
者；长远看，子孙们更是受益者。

那些陈规陋习真该改改了，早改早好。

来信调查 问诊专家

编后 明日小雪， 是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
十个节气。小雪节气的到来，不仅意味着这一年抵近
尾声，也意味着新一年已举目在望。 随着2020 年元
旦、春节的临近，广大进城务工的农民朋友开始把返
乡提上议事日程。 双节期间，特别是春节期间，是农
村婚丧嫁娶最为集中的一个高峰时段。 一度盛行的
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现象，让不少农民朋友辛苦一年
挣的钱悉数花光不算， 甚至还背上了债务。 有鉴于
此，我们特转发移风易俗相关文章，以期大家理性消
费，节俭办事，以实际行动推动乡村文明建设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