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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道虽迩，不行不至；
事虽小，不为不成”。一个好的规定
和制度不去落实就成了一纸空文。

“象山样本”的炼成再次告诉我们一
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抓工作
关键在于抓落实。

把规定和制度细化，减少模糊
地带，使得全体人员的行为，特别是
涉及利益的行为有规可依，有章可
循，更具有操作性，这是我们的一贯
要求；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让他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
而带动群众“绝大多数”，这是我们
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强化监督，执
纪动真碰硬，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
也是我们平时反复强调的做好工作
的保证。由此可见，象山的做法并没
有多少创新。但他们取得了成效，因
为他们不仅出台了规定，更是认真
地抓落实，且一抓到底。

曾几何时，我们不少工作是“以
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
上，导致工作缺少成效，出台的规
定、措施最终不了了之。

抓落实，是一切决策能够见效
的唯一途径，也是对领导干部工作
能力的重要检验。当工作成效不明
显时，我们应该查一查，有否存在抓
而不实、抓而不力、抓而不紧等问
题。 （李国民）

贵在抓落实

8 月 14 日清晨 5 时多，象山婚
丧礼俗督导组成员蒋立味、周鸿悄
悄等在丹西街道三岔路村口，准备
监督该村一丧户早上出殡时是否有
搞迷信活动等违规行为。“这片以
前一直有行丧习俗，所以我们特别
注意。但等到早上 7时多，也不见
大规模的出殡队伍。”原来，丧户
出殡时既没有“敲敲打打”，送葬

队伍也自觉“精简”。等蒋立味打
电话去问时，对方已在殡仪馆完成
遗体火化。

一场普通群众“静悄悄”的出
殡仪式，正是半岛婚丧礼俗风气嬗
变的缩影。自去年 4 月 1 日执行新
规到今年8月23日，全县操办婚丧
事 的 有 5363 起 ， 执 行 新 规 5346
起，执行率99.68%。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象山“家里烧柴灶，出门充大佬”的婚丧礼俗攀比风日
盛，风俗异化成“庸俗”。该县为此出台过规范领导干部操办婚丧事宜的规定，起到了积
极作用，但沉疴并未根除。从去年起，象山再度痛下决心，全域推进婚丧礼俗整治，面
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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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样本”是怎样炼成的？

评 说

图 示

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陈光曙 通讯员 陈晓波

如今的“风清气正”，正是对
曾经“歪风邪气”的痛定思痛、拨
乱反正。“象山象山，人情如山”

“一场人情一月薪，一桌酒宴三分
弃”……这些口口相传的俗语，给
当初半岛婚丧礼俗贴上了沉重的

“标签”。
按象山习俗，婚事要办两三

天，前一天预热，“正日子”办午
晚两场，之后还要宴请长辈，每
场席开二三十桌；办丧事当地有
挑日子出殡的习惯，停柩时间短
的一周，长的半个月以上，排场
也 特 别 大 ， 有 的 光 丧 事 “ 吊 子
酒”就有几十桌，有的葬礼花圈
上百个。

婚丧事“规格”越来越高，
“人情”价自然水涨船高，从最初
的 几 百 元 飙 升 到 1500 元 “ 起 步
价”，多的甚至上万元。据统计，
整治前象山一般一户人家每年人情
支出在几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

“我 10 多年前结婚时，已是人均
1200 元的‘红包’。后来每到‘人
情炸弹’密集月，工资全搭进去还
不够。”新桥镇宣传委员宓盈颇有

感触。
以金钱、礼品数量衡量情义分

量的“人情风”，给百姓带来了沉
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西周镇儒雅
洋村村委会原主任王安说，有些经
济不宽裕的家庭，迫于“人情债”
只能“打肿脸充胖子”，“都是一个
村的，别人送几千元，你连一千都
不到，面子也下不来。”还有人笑
称不敢和象山人“交朋友”，因为

“那边的红包‘吃勿落’”。
大肆铺张的婚丧宴，也造成了

惊人的浪费。县文明办副主任陈金
裕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桌酒席通
常浪费量在30%以上，如果以传统
每桌 2000 元的“低配”来算，办
30桌就要浪费2万元以上。

革除陈规陋习，倡导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的乡风文明新风尚，
成为半岛群众的普遍共识和共同呼
声。象山县曾开展过一次关于“人
情风”的微调查，参与的 12 万余
人次网民中，有 91.6%的人支持整
改，狠刹婚丧礼俗歪风。

但这块已冻结 30 多年的“坚
冰”，该如何融化呢？

曾经：攀比讲排场，人情重如山

工作要顺利推进，制度是根本
保障。去年，象山相继出台“一号
文件”《关于开展婚丧礼俗整治工
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制度，并
于同年4月1日起正式集中整治。

与以往相比，这次制度的范围
从党员干部扩大到全体人员，规定
更加细化，操作性也更强。对于党
员 干 部 ， 制 度 明 确 划 定 了 “ 雷
池”：操办婚丧事期间，出席宴席
人数控制在 300人以内，餐次为一
餐；简化治丧仪式，停柩时间一般
为 3 天，特殊情况不超过 5 天；提
倡当日入葬，不搞二次送葬，送葬
乐队控制在 1 支以下、10 人以内，
送葬车辆控制在 10 辆以内，花圈
控制在 10 只以内；不得赠送、收
受非亲人员的礼金、礼品，不得为
乔迁、祝寿、升学、参军、满月等
事宜对外操办酒席。对于广大群
众，则是提倡不讲排场、攀比，不
送、不收或少收非亲人员的礼金、
礼品，不办或少办婚丧事以外的喜
庆事宜。

同时，全县禁止在沿线公路、
城区道路燃放烟花爆竹、鸣放电子

礼炮和纸礼炮等扰民行为；禁止在
城镇主街道、公共绿地等场所搭设
灵棚灵堂、扬幡挂符，举行悼念仪
式，不得在送葬途中搞路祭、做道
场、撒纸钱等封建迷信活动，不得
使用扎制的匾、轿车、别墅等迷信
用品。此外，规范整治婚丧用品市
场，提倡使用文明、简约的婚丧用
品，不得售卖、使用电子花圈。

县里“规定动作”不走样，各
乡镇 （街道）、村“自选动作”有
创新。新桥镇关头村村民自发制定

《文明婚丧约定书》，约定酒席最高
标准 800元，不上鲍鱼、海参、象
鼻蚌等名贵菜，不喝单瓶 50 元以
上的酒水；西周镇制定了“123”
新规，“1”即只能办一餐，“2”指
每桌菜价、亲戚间礼金不超过 800
元，“3”是停柩时间不超过3天。

“今年8月，象山490个建制村
实现红白理事会全覆盖。我们将各
地的创新做法总结、提炼，经各村
党员和村民代表讨论通过后，形成
了统一的婚丧事简办制度，并纳入
村规民约。”县文明办文明科科长
张苗说。

抓手一：制度细到骨子里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群众不会只听党员干部怎么说，
关键看他们怎么做。”陈金裕表
示，象山重点拿党员干部这一

“关键少数”开刀。去年，该县将
婚丧礼俗整治列为年度县委常委
领衔破解的十大党建难题之一。

除了构建制度“牢笼”，全县
3万多名党员干部、“两代表一委
员”、村四套班子成员，层层签订
承诺书，严格依纪依规操办婚丧
事宜。同时，象山开发了婚丧礼
俗网络报送平台，要求党员干部
做好婚丧事宜的事前申报、事中
公示、事后报告。如果党员干部
违反了相关规定，将对当事人作
出相应的组织处理或党政处分。
同时，还要对其单位及单位相关
人员作出处理。

党员干部立下“军令状”，率
先垂范。县人大代表史其凯的母
亲去年过世，他按规定第一时间
上交丧事操办申报表，外地亲人
均在 3 天内赶到，绝不多停柩一
天。同时，史其凯在门口贴出

“免收花圈、礼金”的告示，送来
的礼金一律退回，且不办丧宴。
母亲生前很多好友想送她最后一
程，史其凯同家人商量后，决定

在往返殡仪馆途中不搞送葬队
伍，仅家人陪同。

泗洲头镇卫生院医生袁兴国
的儿子找了个山东烟台媳妇，两
人均是党员，今年 4 月在象山举
办婚礼。老袁原想儿媳的娘家人
大老远从山东赶来，得好好招
待，但一想到婚丧礼俗规定，他
又左右为难。儿子得知后，告诉
媳妇小刘：象山正倡导婚丧礼俗
新风，要求党员干部示范引领。
对此，小刘非常支持：“我虽然组
织关系不在象山，但也是党员，
又是新象山人，必须遵守规定，
当好文明新风的参与者和倡导
者！”

“关键少数”风成于上，普通群
众这一“绝大多数”俗化于下。西周
镇 88 岁老人陆美卿去世，老伴周
华安和子女商量后，办了一场“最
简单”的丧礼：不办酒席，只领吊唁
者去附近快餐店吃点便饭，“人情”
也一一婉拒。“我想通过自己的行
动，改变一下婚丧礼俗的不良之
风。”周华安说。

截至今年 8 月 23 日，象山党
员 、干 部 操 办 婚 丧 事 执 行 新 规
1546 起，群众操办婚丧事执行新
规3800起，执行率均在99%以上。

抓手二：抓好“关键少数”
带动“绝大多数”

“2017 年 5 月 31 日，对贤庠镇
几户普通丧户出殡情况进行现场跟
踪、检查，未发现违规现象……”
这是象山婚丧礼俗整治东片督导组
成员章文华的一则督查笔记摘选。
整治一年半来，他的督查笔记已记
了厚厚三本。

“整治不是一阵风式的走过
场，新规要执行到位，监督必须不
留死角。同时，监督瞄准重点难
点，有的放矢。”陈金裕告诉记
者 ， 他 们 将 全 县 18 个 乡 镇 （街
道） 分成 3 片，把 100 多个部门分
成 7 条线口，并从纪委、文明办、
统战、公安、民政、市场监管等部
门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三组婚丧
礼俗督导组。

当地殡仪馆清晨 5 时烧第一
炉，督导组成员 4时多起床赶去蹲
守，晚上 6时再赶到婚丧宴现场检
查，发现违规行为及时劝阻。“督
查也要讲技巧，我们采用暗访形
式。”督导组成员忙立飞说，他们
找到办酒场地，乔装客人和厨师、
服务员、宴席“总管”等闲聊套

“情报”，看是否存在违规；丧户出
殡时，一路悄悄跟随，既查看对方
是否扰民或搞迷信活动，又监督所
在乡镇整治人员是否履职。

监督严密，执纪严明。定塘镇
某村委会主任是再婚家庭，女方带
过来一个女儿。去年 12 月女孩结
婚，孩子外婆一方提出要办两餐。
为不委屈继女，他照办了，每餐也
只有 12桌左右。“虽然在情理上可
以理解，但按规定婚宴只能办一
餐。我们反复斟酌后，仍给予通报
扣分，让盯着的群众心服口服。”
陈金裕表示，全县对婚丧违规行为
做到“查处一起，通报一次，警示
一片”。

仅靠督导组未免势单力薄，为
编织群众监管网络，象山于今年 6
月出台《婚丧礼俗整治举报奖励办
法》，其中党员干部赠送、收受非
亲人员的礼金礼品等 15 种违规行
为被列入举报范围，最高奖励 1万
元。此外，从婚丧行业人员中挑
选、组建了一支乡风文明志愿者队
伍，深入红白事现场明察暗访。

截至目前，象山已查处违规事
件 17 起，追责失职乡镇 （街道）、
部门的连带责任人 8人；约谈看风
水等违规人员 5 人，其中 1 人在当
地电视台公开检讨；规范整治婚丧
用品经营店 84 家；收到群众有效
举报信息 27 起，其中 10 起被及时
制止。

抓手三：监督不留死角
执纪动真碰硬

金雅男 制图

◢ 村民在看婚丧礼俗整治通告和倡
议书。

▲ 通报违规行为。

▼ 开展婚丧用品市场整治。

（本版摄影 陈晓波 沈孙晖）

◥ 以“象山走书”等表演形式深入
基层宣传文明新风。

石浦青年为婚丧礼俗整治活动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