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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办红白事兴师动众，攀

比风盛行，使得家底单薄的农户，

为了顾面子而‘打肿脸充胖子’，

真是难为人啊。有了红白理事会

后，村上办红白事程序简化、时间

缩短，村民对节俭办事风气交口

称赞。”谈到红白理事会，渭滨区

高家镇高家村妇联主任夏秀红感

慨地说。

“村上有600多平方米大的

红白理事馆，是村民操办红白事的

指定接待点。”夏秀红说，外面一桌

饭至少也得七八百元，而在村上红

白理事馆，一桌饭只要300元钱就

够了，且饭菜更加注重营养搭配，

村民宴请既省钱，又有面子。夏秀

红告诉记者，高家村自2010年成

立红白理事会后，不断发挥组织作

用，由村两委班子成员以及村里德

高望重的老人组成红白理事会成

员，他们率先垂范，很快扭转了过

去村民婚丧嫁娶、生日宴请等大操

大办、铺张浪费之风。

今年 8月份，高家村四组村

民何忙生忙着给儿子娶媳妇，在

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与理事会成

员商量操办事宜后，确定了在理

事馆办20桌宴席，并雇请村上服

务队 10名队员来帮忙。在“婚事

新办”的原则下，婚礼减少了迎亲

豪华车辆、大型乐队等支出项目。

“整场婚礼算下来，节约了近2万

元钱呢。”夏秀红说。白事不超过3

天，结婚宴请以近亲为主，村民之

间要相互帮助、共建和谐邻里关

系……红白理事会制定的一条条

村规民约，不断引导村风民风向

上向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如今，

村民办红白事都会咨询村上的红

白理事会，依照规范流程和标准

去筹备，不仅避免了攀比风气，还

减少了铺张浪费。近年来，村上还

进行道德评选，先后评选了一批

“五好家庭”“好婆婆”“好儿媳”，

树立了提倡节俭、文明向上的好

村风。

近日，走进金台区蟠龙镇

大槐树村乡贤工作室，73 岁

的张应生正忙着撰写村史村

志。张应生被选为村里乡贤已

经有五个年头了，虽然没有工

资，但张应生却和其他几位乡

贤一起干得津津有味。

张应生是一名退休教师，

被村民推选为村上乡贤后，主

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为村上

提供决策咨询；收集了解村情

民意，反映群众意见建议；协

调邻里纠纷，宣传村风村史、家

规家训等。村民张盼由于腿部

受伤，平时主要收入靠经营收

割机。三年前，张盼准备结婚，

女方家提出 12 万元彩礼，这一

下子让张盼犯了难。村干部和

张应生等几位乡贤，多次前往

女方家中沟通、协调彩礼事宜，

最终敲定 6 万元，比之前少了

6 万元。结婚后，张盼想办法赚

钱，购买了一些农业机械，帮村

民耕种。经过这几年打拼，小两

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还有一

户人家，因为子女照顾老人产

生矛盾，张应生得知情况后，和

其他几位乡贤耐心劝说老人及

子女，最终，经济条件好的子女

出钱，给照顾老人的子女经济

补偿，其他子女定期看望老人，

矛盾纠纷就此化解。

“每当通过走访、劝说，成

功化解一件矛盾时，我就觉得

很有成就感。”张应生笑着说，

如今，大槐树村已有十七对新

人实现了低彩礼和婚礼简办。

“乡贤都是从村里的老党员、

老干部、老教师和致富能人中

选出来的，他们说话办事有影

响力和公信力，在村里说话管

用，大伙儿都听。”大槐树村

村委会副主任张伟龙说，倡导

文明乡风，乡贤的力量不可或

缺，有了乡贤的引领和及时调

解，村里的矛盾纠纷没有了，

村干部有更多精力带领村民

致富。

“服务队志愿者每次来给

我从头到脚做按摩……”陕七

建家属院一位八旬卧病老人常

提起社区爱老助残服务队。渭

滨区经二路街道新民路社区工

作人员谈到，今年社区有一个

为民服务的特色项目“党建+

微互助”，以成立居民互助站和

5 支居民服务队为抓手，爱老助

残服务队便是其中之一。

这支服务队有 8 人，平均

年龄约 50 岁，以具有服务老人

相关技能人员为主。每逢节假

日，社区工作人员和服务队成

员一起前往失独、独居、患病、

困难老人家中，给老人送去生

活物资，帮老人做按摩和康复

锻炼，并检查家中水电管道情

况。服务队负责人王宝东说，新

民路社区老旧小区多，老年人

占比大，服务队每周都会开展

爱老助残活动，至今已经完成

“爱老助残”项目下共 28 户老

人的探访服务。问及初衷，王宝

东说自己有户外救援和按摩特

长，便想在工作之余帮助有需

求的老人。今年社区搭建了互

助站平台，报名的志愿者不少，

从中筛选出有服务技能的志愿

者组成了这支服务队。

在关爱老人活动中，队员

们发现许多老人物质需求不

多，但精神需求有待满足。王宝

东谈到，老人更渴望得到陪伴、

倾听、交流和关爱，有的老人家

里大半年无人敲门，许多老人

一见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

有说不完的话。为此，大家常和

老人聊天、唱歌，帮老人排遣孤

独和寂寞。一次，服务队来到一

对八旬夫妻家中，老大爷参过

军，上过战场，讲述战斗经历时

滔滔不绝。当得知老人还没办

退役军人优待证时，服务队成

员对老人讲了关于退役军人的

一些福利和政策，并协助老人

在社区领取了优待证。

在这支爱老助残服务队的

带领下，新民路社区形成了关爱

老人的好风气。今年中秋节、国

庆节、重阳节等节假日，不少居

民主动加入到社区爱老敬老的

活动中。

“那是一场让人潸然泪下的

道德讲堂，村道德讲堂活动室大

屏幕上，播放着视频短片《特殊

的家庭 温暖的港湾》，讲述村上

党建生和王玉花践行好家风的

感人事迹。”10月 12 日，笔者来

到渭滨区石鼓镇党家村采访，村

民郑文霞想起村道德讲堂第一

期内容，感慨地说，“要向俺村党

建生和王玉花学习。”

20 年前，党建生与王玉花

组建家庭。党建生是上门女婿，

这个新的家庭不仅有党建生已

逝前妻生活不能自理的老母亲，

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面对重重

困难，王玉花以身作则，侍奉丈

夫前妻八十多岁的母亲吃喝拉

撒十余年。抚养丈夫和前妻的两

个儿子成人，操办两个儿子的婚

事，照料两个儿媳妇坐月子，照

管孙子孙女。她的一举一动大家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得到了

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的感激，二

儿媳刘佳说：“月子里我妈每天

给我做五顿饭，精心照顾我和孩

子，我们婆媳之间从未有过生疏

感，我妈是我们妯娌学习的典

范。”这个9口之家也先后被评为

“最美家庭”“五好文明家庭”“三

秦最美家庭之星”“全国最美家

庭”。通过道德讲堂的宣传，村上

掀起了向党建生和王玉花家庭

学习的热潮。

党家村党支部书记柳玉萍

介绍，村上自去年开展“道德讲

堂”活动以来，每季度举办两期，

共举办活动10余场次，受教育人

数达到 1000 人次。主题有“不忘

初心 筑梦祖国”“秉持自强不息 

坚守无私奉献”“孝老敬老”“乡

风文明”“家风家训”等。在模范

家庭和村民的带动下，村上涌

现出一批又一批“好媳妇”“好婆

婆”，同时也荣获了市级文明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养

老服务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文明祭奠念逝者
本报记者 张琼

在春节、清明节、寒衣节祭

奠逝去的亲人，是我市城乡极

为普遍的民俗活动。随着文明

祭奠理念持续推广，如今，人们

使用鲜花祭祀、网络“云”祭祀

等文明祭扫行为已成风尚。

今年寒衣节将至，记者来到

市区常羊山公墓看到，墓区整洁

干净，鲜花代替了纷飞的纸片。

墓区内设有鲜花兑换点，鼓励人

们用送鲜花的方式祭奠逝去的

亲人。10月 11日，家住市区清

姜的李女士正给逝去的亲人墓

前献花，她谈到，过去传统的祭

奠方式是烧纸钱，乱飞的纸片不

仅污染环境，没有烧尽的纸片还

容易引发火灾。近两年，常羊山

公墓管理处鼓励大家兑换鲜花，

用鲜花来祭奠逝者，文明、安全

又温馨，李女士就曾兑换鲜花来

祭奠。如今许多群众上山祭奠之

前，就买好了鲜花，形成用鲜花

祭奠的好风气。“现今，祭奠更文

明也更方便了。”家住宝鸡高新

区的刘俊谈到，老家远在外地，

无法回乡祭奠。今年清明节，他

通过扫描祭奠电子地图二维码，

找到离家最近的祭奠点位，然后

排队到所选祭奠点位去祭奠逝

去的亲人。

目前，我市不少年轻人选

择网络“云”祭来祭奠英烈。我市

高中生王鸿宇展示了他祭奠英

烈的方法，打开中华英烈网选择

祭奠英烈，搜索烈士姓名，找到

在宝天铁路建设中牺牲的青年

烈士刘孝五，随后点击祭扫，屏

幕显示刘孝五之墓图像，可选择

鞠躬、献花、敬酒、敬献花圈等。

随后，王鸿宇点击“我对英烈说

句话”，留下追思话语。王鸿宇

说：“祭奠本意就是追念逝者、

表达哀思，网上祭奠达到了初

衷，并避免了人群的聚集。”

与传统祭奠活动相比，文

明祭奠活动变化的是祭奠形

式，不变的是对逝者的哀思和

怀念。

文明城市咱的家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乡贤引领好村风
毛丽娜

文明
村镇里的

新风编者按 ：红白事不攀比提倡节

俭，村规民约引导好民风，道德讲堂

宣扬模范家庭……近年来，随着文

明村镇创建的持续深入，我市许多

街道、社区、村镇的风貌日渐清朗文

明。金秋十月，我们一起去倾听村镇

和社区里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

的文明故事。

红白事倡导节俭
本报记者 罗琴

爱老敬老传温暖
本报记者 张琼

道德讲堂正民风
毛丽娜

张应生为村民讲述村规民约

新民路社区爱老助残服务队队员给老人按摩

党建生与王玉花翻阅最美家庭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