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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刘涛 报道
本报费县讯 3月25日，费县举行十大产业园区暨新旧动能

转换重点项目集中签约、集中开工仪式。本次集中签约项目涉及
新医药、新材料、现代农业、航空产业等领域的44个项目，合同
利用资金140亿元，将成为费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力引擎。

这些项目中，投资60亿元的鄪国古城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
游客量300万人次以上，将打造成为费县全域旅游的夜归地和城
市新名片；恒欣药业投资20亿元的FDA项目，为费县新医药园区
壮大注入新活力。依托这些项目，费县着重建设十大产业园区，
打造县域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目前，费县千亿级木业和百
亿级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四大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赵考壮 张友申

近些年，一些农村攀比风盛行，姑娘订
婚、出嫁向男方索要彩礼一路攀升，有的地
方甚至出现“天价彩礼”。在郓城县，这些风
气出现好转，一些年轻人开始向高额彩礼
说“不”。他们的做法就像是一股清风，在当
地引领起一股文明婚嫁的春潮。

“知道自己难，

更体会到别人难”
家住郓城经济开发区王沙湾社区的王

久洁，对当前农村高额彩礼现象极为反
感，决定向这种不良现象挑战。春节前，
她和男朋友汪现顺订婚时，没向婆家要一
分钱，完全是“零”彩礼。

这倒不是因为王久洁家里有钱，她家
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父亲去世早，母亲邱
翠芳是残疾人。对女儿不要彩礼，邱翠芳
非常支持：“国家政策好，开发区和村里
的干部没少照顾俺，让俺有了低保渡过难
关。俺响应国家号召，经常告诉女儿订婚
时不要彩礼，带头提倡零彩礼，为身边未
婚女孩做个表率。”

接受采访时，邱翠芳告诉记者：“虽
然俺家贫困，但知道自己难，更体会到别
人难。好婚姻不是金钱买来的，美满幸福
家庭是靠自己双手创造的，只要他俩好好
地过，比啥都好。”

郓城唐王庙镇郑庄村的唐建芹和丈
夫王振，2013年在青岛打工时相识，交往
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了感情，王振的家庭
条件不好，2017年结婚时家里拿不出彩礼
钱。怕未来的儿媳唐建芹不进家门，王振
的父母非常着急。唐建芹知道这个情况
后，主动到婆家劝说公婆：“我嫁给王振
不是图他的钱财，给再多的彩礼，花完也
是没有，现在没钱不代表以后没有钱。我
们有一双手，只要他对我好，我们一起打
拼，日子会好起来的。”婆婆宋中琴愧疚
地说：“现在都兴要彩礼，没有彩礼人家
会笑话你，也会说俺‘老憋一’。”唐建
芹说：“那就给我开个空银行卡吧，别人
也不知道有没有钱，这样就可以了。”
就这样，婆婆宋中琴把家里仅有的一张

存有20元的农商行卡交给了唐建芹，举办
了一场简朴而又感人的婚礼。

这样的事例在郓城县还有不少。潘
渡镇李杭村的李蕊、仝令康夫妇，传承家
庭孝道、勤俭的优良家风，把要彩礼视为
违背家风的不文明行为；陈坡乡侯潭村的
侯玉景既未向男方要彩礼，也未要婚房新
车；唐庙镇郑庄村的唐建芹不但没要一分
钱的彩礼，还十分孝敬公婆、友爱亲朋，
受到邻里称赞。

7对小夫妻戴上“大红花”

在一些地方，彩礼越要越高，甚至让
不少家庭陷入贫困和举债的境地，很多人
期待刹住这股“歪风”，让“彩礼”回归
本质。地方政府也积极想办法、出政策、提
倡议，对“彩礼风”进行“限制”。

郓城县黄集镇金店村女青年王宏杰，
因主动退还了男方送来的10万元彩礼，被
树为郓城县首届“抵制高额彩礼 弘扬时
代新风”先进典型。3月15日上午，王宏
杰夫妻和另外6对夫妻一起，参加了县里
的表彰大会，县领导一一为他们颁发了奖
牌。表彰大会结束后，7对受到表彰的夫
妻欢天喜地地开走了价值6000元的“移风
易俗奖励车”。

“这7对夫妻是抵制高额彩礼、弘扬
时代新风的优秀代表，为全县青年男女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我们以后要采
取多种方式，对移风易俗的先进典型进行
表彰和奖励。今年将对这7对模范夫妻免
费电商培训，让他们多掌握一项致富本
领。”郓城县文明办主任仲玉文说。

为什么会出现高额彩礼？据仲玉文分
析，这其中有男女比例失调的原因，大量
女青年外出务工很少再回农村，农村男孩
很难找到对象。当然也有相互攀比“一切
向钱看”的观念，少数家长甚至将自己的
女儿视为敛财工具，用来分担儿子的彩礼
费用。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有
一些职业媒人有意哄抬行情推波助澜。

近年来，郓城县积极探索抵制高额彩
礼的有效办法，建立健全了“一乡一协会、
一村（社区）一红娘”服务网络。一乡一协
会，就是每个乡镇街区都成立婚介协会、由
民政部门负责人任会长，村干部、婚介人

员、村妇女主任任会员；一村一红娘，是
由每个村的妇女专职主任负责计生工作，
有一定工资，兼任“义务红娘”。“义务
红娘”将本村适婚青年信息通过微信及时
公布，为他们牵线搭桥，并且每月召开交
流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促成
男女青年喜结良缘。这样既为当事人省去
了媒礼，又通过“义务红娘”耐心细致的
工作减轻了群众的彩礼负担。

红白理事会发挥大作用

随着彩礼越来越高，原本只是作为婚
约“媒介”、映照喜庆气氛的彩礼，竟演变成
了人们相互攀比炫耀的资本。同时，结婚时
大操大办、加重父母负担的现象也在抬头。

在近几年的乡村文明行动中，郓城县
积极倡导文明节俭办婚礼，许多年轻人带
头移风易俗，通过参加集体婚礼、旅游结
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节省婚礼费用奉
献爱心等不同形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
动起婚嫁新风。

抑制农村婚礼大操大办，政府不能用
强迫手段，必须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喜事
新办，不要彩礼，不攀比，不要楼房，不要轿
车。本村孩子结婚女儿出嫁村民随礼一律
不准喝喜酒，彩车不超过6辆，喜宴不超过

10桌，每桌16个菜，烟10元以下，酒20元以
下，结婚不搭台演出，晚上不放烟花，一律
播放喜乐，仪式从简。”说这话的，不是政府
官员，而是郓城县张营镇小屯村红白理事
会会长刘保安。

“我们红白理事会不仅要遏制村民大
操大办的攀比之风，还通过村民节省下的
钱，成立了一个公益爱心基金。”刘保安
说。去年1月，小屯村“两委”和小屯村
红白理事会向全体村民发起募集“移风易
俗、孝老爱亲”公益爱心基金的倡议，得
到村民迅速响应，不到三天时间就收到爱
心捐款2 . 415万元。公益爱心基金用于奖励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抵制高额彩礼的典
型，也用于慰问孤寡老人。

目前，郓城县1041个行政村（社区）
全部由群众推选建立健全了红白理事会，
按照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章程，订立了
《红白事村规民约》并上墙公布，制订了
社区模式、喜事新办模式等模板。

同时，郓城县还推出了用颁证仪式取
代婚宴仪式等新型婚礼模式。颁证仪式结
束后，不再用婚车迎娶，也不再举行其他
仪式，可直接到新婚夫妇家中举办家宴，
省钱省力，受到了很多青年男女的欢迎。
目前，郓城县选择采用新型颁证仪式的新
人已达3250余对。

费县140亿元新动能项目

集中签约开工

□通讯员 王平 报道
本报平度讯 平度市以实施2018年全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整县推进项目为契机，有效利用中央财政4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加快项目建设，着力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全面提升畜禽养殖生
态化水平。

据了解，平度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建设期为2
年，总投资2 . 42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崔家集大型沼气发电工程
和南村、云山、旧店、李园、田庄5个区域性粪污集中收集处理中心，
推进420个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利用设施升级改造，在全国率先
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后，将有效解决畜禽养殖粪污
收集、储存和利用等问题，提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实现“资源
化、减量化、再利用”，构建起种养循环发展机制。

平度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整县推进项目

文明婚嫁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一步———

郓城年轻人开始向高额彩礼说“不”

培育优秀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内容。文
化可以聚力扶志，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
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要拒绝
等靠要思想，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
中的主体作用。文化可以扶智成才，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急需智力支持，必须
破解人才瓶颈制约。文化更能留人引
人，乡村振兴，要让乡村留得住人，更
要留得住人才。

我们调查发现，现在农村中存在重
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的倾向，乡风文明

建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出现经济
发展而道德滑坡的现象。一些地方德孝文
化和诚信文化削弱，金钱至上思想严重，
特别是高价彩礼、大操大办、攀比成风，
群众苦不堪言。因此，乡风文明不仅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只有按照中央的要
求，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
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
度，才能够发展农村、振兴农村，才能不
断提高农村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书记点评

让优秀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振兴
郓城县委书记 刘文林

□通讯员 王荣刚 李鹏 记者 吴宝书 报道
本报鄄城讯 日前，鄄城县陈王街道聚焦10多个城中村的棚

改工作任务，开展了大范围、拉网式的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工
作，确保棚改等重点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对排查出的各类矛盾纠纷认真梳理，因涉及棚改工作，宅基地
纠纷案件大幅上升，最初是直接进行调解，后来发现很多案件并非
完全是宅基地纠纷，而是双方结怨已久，缺乏沟通。为此，街道专门
成立了融冰暖心工作室，将群众请到一起，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
引导群众互谅互让，化解矛盾。其中北张庄村的一次宅基地纠纷调
解，解开了双方30年的心结，心平了、气顺了，矛盾自然化解了。

对辖区内五保户、低保户、重大疾病患者及其他重点人员，
街道结合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分类帮扶，通过帮助就业、就医、发
放生活用品等措施及时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确保每户都能
“两不愁、三保障”，争取他们对棚改工作的支持。

街道还开通了微信公众号，畅通了渠道，对群众诉求及时研
究解决，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道”。通过扎实细致的
矛盾排查和纠纷化解工作，陈王街道辖区和谐稳定，正在进行棚
改的几个村没有出现上访案件，保障了棚改的顺利推进。

□人民日报记者 王慧敏 方敏

苍南旧俗，婚丧嫁娶场面越大，越有
脸面。“谁家小孩满月，要给全村人发喜
糖喜饼；办丧事喜事要七八天，搭棚设
宴、摆流水席。”苍南县龙港镇云岩社区
中对口村白玉珠老人回忆，一场盛宴下
来，普通人家十多年的积蓄基本耗光。

乡村振兴如何抓？苍南县的破题之笔
是移风易俗。3年前，马站镇棋盘村村委

会发出倡议：喜庆嫁娶不许分发喜礼；改
喜糖喜饼为助困善款的家庭，上村光荣
榜；党员干部带头将喜酒规模定在10桌
内……

几年下来，婚丧简办成了新习俗，
“喜庆慈善”更成为特色。日前在棋盘
村，村口大屏上正滚动着村民黄兴瑜的婚
讯。大红花旁一行字十分惹眼：黄兴瑜订
婚捐善款1200元。

以“喜庆份子钱”的方式捐给村慈善基

金会，用于助学、助困等公益建设。仅2016
年，苍南县节约喜庆费用500余万元、办丧
费用约400万元，惠及15000多名村民。

移风易俗，并非朝夕之功。苍南各级
政府因地制宜举办各种活动，将新风尚种
进人们心里。春节期间，记者在灵溪镇双
汇村采访时，正碰上镇文化站在举办一台
“树文明新风”移风易俗专题演出，歌
舞、渔鼓、小品讲的就是身边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的故事，引来村民阵

阵喝彩。
在马站镇棋盘村，记者参加了一场

“移风易俗乡风评议”活动。几杯清茶，
党员和村民代表在村委会团团坐定。评议
小组组长、村党支部书记李丕岳先表扬了
村里近期婚丧简办的事例，之后再把几例
不良现象拿出来交大家评议。

会场气氛热烈，大家踊跃发言，评议
过了中饭时间还没结束。村委会主任陈崇
高说：“在村民们眼里，评议是天大的
事——— 按《红白理事会章程》规定，大操
大办的家庭，村里会对其采取5年内不得
享受村福利待遇、不参加村内文明示范户
评选的处理。村里约谈后仍然屡教不改
的，还会上村务公开栏的黑榜。”

（摘自人民日报3月27日《“四轮”驱动
兴苍南》）

■他山之石

浙江苍南：抓移风易俗，乡村生态“新”起来

陈王街道化解信访矛盾
推动棚改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冯利军 报道
本报临沂讯 临沂市兰山区农商银行围绕临沂市“一城引领、

两廊带动、三园聚集、全域协同”新旧动能转换区域布局，加大对全
市“8+8”产业培育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服务生命健康、机器人等
未来产业和信息技术、文化旅游、生物医药、高端家具等产业。

在全市板材行业转型升级行动中，兰山农商行积极参与、主
动作为，为临沂这一优势行业重焕生机注入金融活水，促进产业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临沂高新区马厂湖镇聚集了一大批生产低
端原料的旋皮、板皮小作坊，面对同业竞争及环保压力，很多企
业经过实地考察后决定升级转型为高端家具制造企业，但面临资
金缺口问题。兰山农商银行了解到情况后主动联系企业，给予信
贷支持。其中一家企业获得资金后，通过引进高端设备，聘请专
业技术人员，新上高端家具生产线，年销量可达7000万元以上。

兰山农商银行“金融活水”

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广告

■关注乡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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