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桃红在清溪村生活了几十年，见证着村
里丧事办理由繁到简的改变。“殡葬从以前的
攀比风变成现在的简办风，我们老百姓都喜
欢，也都乐意执行。”

“以前村民们办白事，条件好的人家要挑
日子不说，还得请人上门念几天几夜的经，办
酒席每桌花费更是3000元起档，一吃就是几
天，送葬路上还要吹吹打打撒纸钱。”朱桃红
说，算下来普通人家一场丧事花费五六万元，
奢华一些更是要花十几万元。一次要办几天
几夜，丧属身心疲惫，来参加的亲戚朋友也不
轻松，每户2000元打底的礼金送出去，每天大
鱼大肉地吃也很浪费。

如今，这股丧葬新风已吹遍象山。象山县
民政局副局长张李平说，这一切都是始于2016
年4月1日的一纸“禁令”。那一年，象山将移
风易俗工作列为县委常委领衔破解的十大难
题之一，成立婚丧礼俗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专
设婚丧礼俗整治办，从民政、公安、市场监管等
9个部门抽调10名中层干部和3名副局级分管
领导集中办公，负责全县婚丧礼俗整治统筹、
指导、督查等工作。随后，《关于开展婚丧礼俗
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象山县党员、干部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若干规定》等出台。从此，象山
人办理丧葬事宜有了“官方标准”。

象山全县3万余名党员、干部带头签订承
诺书，操办婚丧事宜须严格执行“双报告”制
度，做到事前报告、事后备案。督导组每天对
全县治丧事宜全程跟踪指导，对违规行为第一
时间调查取证。为加强移风易俗社会监督，
2017年象山增设举报奖励机制，对“党员、干部
操办婚丧宴出席人数超过300人”等15种违规
行为，举报奖励金最高1万元。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象山婚丧礼俗整
治逐步从政府主导走向群众自律，从“关键少
数”走向普通村民。村委会、红白理事会等组
织积极发挥作用，将丧葬礼俗事宜纳入村规民
约，把殡葬改革进行到底。

2019年11月，象山县《深化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新风》入选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优秀
案例。据悉，作为全国改革试点样本，“象山模
式”将在宁波全市推广。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陈绍友

攀比风变简办风
老百姓都喜欢

酒席一桌800元、礼金每户500元……
象山倡导丧事简办，全县355个行政村都有“红白理事会”

“这几年，不管是自家办白事，还是去参加亲朋的葬礼，大
家都觉得轻省了不少！”对于象山县的村民来说，这种共鸣很
容易就从当地各村的红白理事会受理事项登记表中的事主反
馈栏得到应证。

自2016年4月1日起，象山将移风易俗工作列为县委常委领衔破解的十大难题之一，花大力
气倡导丧事简办，并且提出明确的丧事办理量化规定，让象山人办理丧葬事宜有了“官方标准”。
丧事简办的“象山模式”，不仅被民政部评为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优秀案例，还作为了全国殡葬
综合改革试点样本。记者日前了解到，“象山模式”将在宁波全市推广。

“快到清明了，咱们上山祭
扫尽量用鲜花，就别烧纸钱、放
鞭炮了。”这几天，象山县西周
镇清溪村红白理事会专管员朱
桃红很忙碌，对新近几年家里
有人过世的村民挨个打电话，
倡导祭扫新风。

清溪村有 300 多户、999
人，其中60周岁以上老人约占
30%。每年，村里红白事加起
来要办七八场。“谁家里有人过
世了，或者要办喜事了，总是第
一个电话打给我。”朱桃红说，
电话打来，主要是给红白理事
会报备情况，同时也希望得到

她给出一些建议。
今年1月底，清溪村一位周

姓老人过世，老人的儿子把老
人从医院接回家后，就拨通了
朱桃红的电话。“当时快过年
了，家属担心老人的身后事不
好协调。”朱桃红马上赶到了对
方家里。

简单慰问后，朱桃红立即
了解情况，询问家属有没有办
酒席的打算、老人落葬在哪里、
火化有何需求……朱桃红还从
包里掏出准备好的《西周镇婚
丧礼俗工作指南》，让家属详细
了解当地丧事操办流程、简办

制度、村规民约，甚至连酒席的
四季菜单都罗列了出来。同
时，朱桃红将家属反馈的各方
面信息，一一记进红白理事会
受理事项登记表中。

上门时，朱桃红会随身携
带一个红白理事会专管员的专
用手机。记者看到，朱桃红在

“浙政钉”上的“殡葬服务”栏里
输入了丧户信息，当地的公安、
人社、民政等部门会在后台联
办，实现丧属“零跑腿”，一般情
况下，在当天就能拿到逝者的
相关证明。

专管员上门服务，丧属“零跑腿”

“刚开始，有些村民有抵触
情绪，理事会成员拉网式上门
走访，进行宣传。现在，丧事简
办已经5年了，村民们都习以为
常了，都会主动遵照办理。”朱
桃红说。

朱桃红所在的西周镇，是
2017年6月作为象山首批试点
成立红白理事会的“先行者”。
现在，象山全县355个行政村实
现了红白理事会“全覆盖”。

“复盘”红白理事会，最核
心的是便是成员选举。各村通
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小
组会议，推选出德高望重、热心
服务、崇尚节俭的党员群众，担
任村红白理事会成员。每个理
事会下设卫生监督员、标准审
核员、政策宣传员、综合协调员

“四大员”。

每名理事负责一至两个村
民小组，及时掌握村民小组内
村民的婚丧事信息，并作出相
应安排；同时，各村在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红
白理事会章程》《婚事简办制
度》《丧事简办制度》等，并纳入
《村规民约》。

记者注意到，象山各村都
已建立了统一的婚丧办事指导
标准和要求，这些都是用具体
数字来量化的——

500元：不得赠送、收受非
亲人员的礼金、礼品，亲戚之间
的“人情”控制在500元以内；

300人：出席婚、丧宴人数
控制在300人以内，餐次为一
餐；

800元：菜量适当，每桌不
超过800元(烟酒除外)，提倡用

自产的酒。
6辆：婚礼仪式一次完成，

不搞家里一套、酒店一套的重
复仪式，迎亲车辆控制在6辆以
内；

3天：简化治丧仪式，停柩
时间一般为3天，提倡当日入
葬，不搞二次送葬。

根据红白理事会制定的章
程，凡不遵守规定、坚持大操大
办的，不准参加村里各项评先
树优活动，在规定年限内不能
享受村里任何福利待遇。

为什么要这么办？西周镇
清溪村红白理事会负责人说：“我
们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帮助
村民保持婚丧传统习俗的同时，
还要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最终目的就是引导大家‘花最少
的钱，表达最深的感情’。”

“花最少的钱，表达最深的感情”

象山西周清溪村的红白理事会专管员朱桃红在查阅受理事项登记表。

《西周镇婚丧
礼俗工作指南》的
婚丧礼俗四季菜单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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