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名录
第一至第四批合计 133 个

总序号 县、乡镇、村名称 优秀典型经验 级别 批次 年度 序号

1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仇庄村
以“倡、研、推、正、树、扬、习、融、传、展”十字家风为工作模式，完善“家庭、学校、社

会、网络”四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传承弘扬优良家风。
村级 第一批 2020 1.

2 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韩家墅村
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贯穿乡风文明建设的主线，深入开展“治陋习、树新风”专项整治，从群众

反映强烈的乡风文明问题入手，革除陈规陋习，培育时代新风。
村级 第一批 2020 2.

3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岗上镇杜村
以凝聚群众、服务群众为核心，念好“传、评、帮、乐、美”五字经，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了移风易俗制度化、常态化。
村级 第一批 2020 3.

4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龙居镇雷家坡村

以“德孝”立村，实施“环境卫生整治、繁荣农村文化、陈规陋习整治、核心价值观融入、文明

家风建设、群众自治提升”六大行动，推动形成“尚勤劳、重孝道、守规矩、讲卫生”的文明乡

风。

村级 第一批 2020 4.

5 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俄体镇双胜村
发挥基层党组织、共产党员、先进典型的“三带”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让村规民约从墙上“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
村级 第一批 2020 5.

6 吉林省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
加强党建引领，突出民族特色文化，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俗活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

境整治和大力发展扶贫产业，夯实乡风文明的物质基础。
村级 第一批 2020 6.

7 黑龙江省通河县通河镇桦树村
以“仁孝”为主题，推广《弟子规》、二十四孝等传统文化，加强乡风文明的基础设施建设，开

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构建乡风文明长效机制，提升全村精神文明素质。
村级 第一批 2020 7.

8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月狮村
建设村史馆记住“乡愁”，开展品牌活动弘扬农耕文化，吸引各界人士走进村落开展志愿服务。

以“花漫月狮”为主题，引导村民从赏花、爱花到规模化种植，培育花卉经济支持文化建设。
村级 第一批 2020 8.

9 江苏省泰兴市元竹镇蒋堡村
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兴鼓儿书），用泰兴鼓儿书传唱村规民约、红色文化和民间传说，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采取筹资筹劳、村民自治等方式推进移风易俗。
村级 第一批 2020 9.

10 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
将优良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提炼符合时代精神的家规家训，开展家规家训

上墙活动，在门庭、中堂等显要位置展示出来，用良好的家风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村级 第一批 2020 10.

11 安徽省芜湖县湾沚镇桃园村
用好村内文化资源，深挖“中国好人”王能珍等英雄事迹，寻求群众的认同点和传承点，注重以

文化人、以文养德，根植乡土文化根脉，传承乡风文明的正能量。
村级 第一批 2020 11.

12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斜溪社区村
成立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和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赌禁毒会、道德评议会等“四会”，

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村规民约，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倡树新风。
村级 第一批 2020 12.

13 山东省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为引领，发扬儒家文化，建设“儒家讲堂”，创新授课形式、丰富活动

载体、探索文旅融合等方式，传承发展好传统文化。
村级 第一批 2020 13.

14 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 创新文明活动载体，通过开办“幸福家园”大讲堂、开展孝老爱亲饺子宴、成立“梦里张庄”艺 村级 第一批 2020 14.



总序号 县、乡镇、村名称 优秀典型经验 级别 批次 年度 序号

术团等方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新风，培育村庄文明乡风。

15 湖北省恩施市盛家坝乡二官寨村
深入挖掘乡村历史，厚植乡村文化底蕴，传承优秀家风家训，积极开展移风易俗，发挥党员表率

作用，引导乡村新风尚，弘扬乡村正能量，加强乡村文化建设。
村级 第一批 2020 15.

16 湖南省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
探索村民自治“四步走”工作法（制定村规民约，建立户主档案袋，推行积分制管理，公章阳光

化管理），调动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积极性，实现由“替民作主”向“由民作主”的转变。
村级 第一批 2020 16.

17 四川省丹棱县张场镇万年村
通过“道德超市”积分制度发挥激励、约束作用，以道德积分兑换商品，以道德积分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治理，培育乡风文明。
村级 第一批 2020 17.

18 云南省宾川县金牛镇罗官村
以客事简办为突破口，传承勤俭节约美德，强化党员示范、典型带动，采取建章立制、多措并举，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
村级 第一批 2020 18.

19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白坪街道冯家营村
挖掘打造腰鼓文化，建立完善“一约四会”，引导农民破除陈规陋习，使农民群众内心有尺度、

行为有准则，让基层有支撑，形成摒弃陈规陋习、见贤思齐、村民自治、文明有礼的新风。
村级 第一批 2020 19.

20 青海省门源县西滩乡边麻掌村
突出党建、宣传、示范“三项引领”，注重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开展精准扶贫、扫

黑除恶、人居环境整治“三大工程”，提升村民思想道德素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村级 第一批 2020 20.

21 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凤岭乡李士村
以讲、帮、乐、树、行“五种形式”建设农民精神家园，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草

畜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壮大等“四个推进”丰润农村发展主体，让文明乡风飞入寻常百姓家。
村级 第一批 2020 21.

22 北京市顺义区石家营村

以“家文化”为魂，开展门前贴家风、家训，讲述家庭故事活动。创办“婆媳澡堂”，年轻人陪

同老人一起来的实行免费，鼓励践行孝道。为村内老人设立“精神文明奖”和“操心费”，通过

家庭内部监督纠正和制止不文明行为。

村级 第二批 2021 1.

23 天津市滨海新区渡口村

对红白事操办规模、标准等做出规范，细化奖惩措施。村干部“分户包干”责任到人，带头宣讲

落实。开展移风易俗文化演出、评树先进典型和案例宣讲等活动，传承好家训、树立好家规、培

育好家风。

村级 第二批 2021 2.

24 河北省威县孙家寨村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每月初一、十五请老人免费吃“孝道餐”“饺子宴”。举办孝道讲习班、

建设“空巢老人服务站”“老人洗澡堂”和“孝道蔬菜园”等“没有围墙的敬老院”，打造“孝

道文化小镇”。

村级 第二批 2021 3.

25 辽宁省本溪县肖家河村

由村委会牵头经过全村讨论，将“敬老爱亲、诚实守信、和睦共处、环境整治、工程包干”等内

容纳入《村规民约》。树立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典型，带动全村严格执行。开展“好人好家风”

活动，弘扬孝道文化。

村级 第二批 2021 4.

26 吉林省安图县古城村

根据《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共同议定红白事标准、简化程序，干部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

事后算清“节支账”，赢得村民支持。成立老年学校，以身边事为素材编排移风易俗节目教育身

边人。

村级 第二批 2021 5.

27 黑龙江省汤原县新建村
以高考学子宴为突破口，通过学生谈感恩、老师送祝福、支部表彰奖励等方式庆祝考生升学。制

定道德评比制度，建设道德银行，鼓励村民通过讲、树、治、助、乐、庆等活动参与道德建设。
村级 第二批 2021 6.



总序号 县、乡镇、村名称 优秀典型经验 级别 批次 年度 序号

28 上海市松江区井凌桥村

建设小戏台、门球场、公园等设施，组织村民开展舞草龙等文体活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组建

老年门球队，连续 6年参加上海市农耕运动会并取得优异成绩。开展“移风易俗、丧事简办”活

动，村“丧事简办”率年年达到 100%。

村级 第二批 2021 7.

29 江苏省张家港市建农村

组建“和美建农”志愿服务总队，下设 5 支志愿服务分队，打造先锋岗、科普岗、民情岗、帮扶

岗、阅读岗、文艺岗、环保岗、治安岗共八类“和美乡风志愿岗”。制定《婚丧喜事“十”指引》，

量身定制红白喜事“文明菜单”。

村级 第二批 2021 8.

30 浙江省江山市大陈村

将传统的“老佛节”冠名为“大陈麻糍文化节”，开展风味小吃制作比赛、文艺晚会、“好媳妇”

“好青年”的颁奖仪式等活动。以古村保护为纽带，形成“四面洁净”文化（脸面、灶面、桌面、

地面），提升了村庄风貌。

村级 第二批 2021 9.

31 安徽省休宁县儒村

建立红白事包片理事制度与报备制度，对红白事具体内容进行张榜公示。广泛开展“身边好人、

好婆媳、好夫妻、好子女”等选树活动。组织“小红帽”志愿者队伍帮扶困难群众，开展“一献

四捐”（献计、捐款、捐物、捐地、捐工）活动。

村级 第二批 2021 10.

32 福建省上杭县都康村

成立十番民乐队、女子腰鼓队、舞龙队、农民诗社、老年协会等文化团体，利用节假日开展活动。

成立红白理事会、禁赌协会，对彩礼和份子钱金额、宴席名目、宴请范围、桌数和盘数、举办程

序等作出明确限制。

村级 第二批 2021 11.

33 江西省横峰县钱家村

成立红白事治理办公室，建立考核机制，让群众做移风易俗的参与者、实践者。抓住党员干部“关

键少数”，出台纪律规定，率先对党员干部家中婚嫁行为进行约束。开展“党员实践服务日”“党

员与群众一线牵”服务活动等。

村级 第二批 2021 12.

34 山东省宁阳县青川围子村

积极探索“一约管理、三榜治村”模式，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以“爱、诚、

孝、仁”为核心开展各类评选活动，评选“三榜”典型（干部“业绩榜”，敬老“承诺榜”，家

庭“品德榜”）。

村级 第二批 2021 13.

35 河南省息县弯柳树村

开办“道德讲堂”，组织村民学习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每年定期开展“好媳妇”“好婆婆”“好

乡贤”“十大孝子”等先进表彰，引领传承文明家风。引导全体村民参与制定《村规民约》和《生

态文明公约》。

村级 第二批 2021 14.

36 湖北省房县三海村

探索“党建+移风易俗”工作模式，成立了移风易俗领导小组，将限桌令、限时令、限金令、限鞭

令、限车令等纳入《村规民约》。开展“谈政策规定、谈思想认识、谈心得体会、谈行为事例”

等移风易俗“四谈”活动。

村级 第二批 2021 15.

37 湖南省平江县三里村

与村民签订《遵守村规民约承诺书》，强化自我约束意识，推选老党员、老干部和家族主事人等

成立三人监督小组，及时发现、劝导和制止不良行为。党员干部通过“学、讲、管、改、带、帮”

等方式，带头开展家风建设。

村级 第二批 2021 16.

38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下朗村

以“仁和”为魂，推进乡风、民风、家风建设，邀请老党员开展“大榕树下讲党课”活动，每年

举办“祭英烈”、村民运动会、龙舟赛等活动，引导村民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将宗祠改造成文化

活动基地，加强村民文化交流和道德教育。

村级 第二批 2021 17.



总序号 县、乡镇、村名称 优秀典型经验 级别 批次 年度 序号

39 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和律村

出台党员干部“治陋习、树新风”相关规定，实行党员包户联系制度，向群众宣传讲解村规民约。

设立党员“贤孝讲堂、家庭厅堂、乡贤学堂、道德讲堂、村史讲堂”等“五堂”，定期开展“村

中故事我来谈”等群众性宣传活动。

村级 第二批 2021 18.

40 重庆市荣昌区大建社区

大力弘扬客家文化，开展“讲理论、讲政策、讲文明、讲文化、讲道德、讲中国梦、讲法治、讲

技能”等“八讲”活动。打造“客家文化”展览艺术馆，举办各种客家文化艺术展览，将“客家

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中。

村级 第二批 2021 19.

41 四川省米易县雷窝村

采用自我推荐、组织推荐、群众推荐和两委筛选、挂村干部审核、村民代表测评等方式组建红白

理事会，每月公布红白事办理情况，接受群众监督。建设红白事自办点，为村民举办宴席提供场

地、炊具、餐具等设施设备。

村级 第二批 2021 20.

42 贵州省贞丰县必克村

设立《村规民约》“红黑榜”，在《村规民约》中对移风易俗作出明确规定，严禁滥办酒席，红

白喜事要向村委会提出申请。引导村民自觉抵制家暴、破坏环境等不文明行为，做到“事前预防，

事中处理，事后教育”，曝光不文明现象。

村级 第二批 2021 21.

43 云南省师宗县淑基村

将“窦氏家风”有机地融入文明乡风建设，对窦氏宗祠、窦垿故居等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建立道

德园、老年活动室、二十四孝文化长廊，打造“楹联文化村”，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文艺节

目。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建立结对帮扶机制。

村级 第二批 2021 22.

44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汉山村

以院落为纽带，形成邻里友善、崇善扬德、文明和谐的院落文化。建立月评“星级文明住户”、

季评“美丽院落流动红旗”和年度“最美院落”的评比激励机制，定期组织院落民主评议，提升

村民文明素质。

村级 第二批 2021 23.

45 甘肃省合水县店子村

村党支部牵头，对移风易俗制定规范性硬约束，明确婚礼操办的标准，坚决抵制高价彩礼，发动

党员干部带头做表率。开展“四劝”工作，懒汉思想乡贤劝、不孝老人长者劝、户不整洁邻里劝、

陈规陋习党员劝。

村级 第二批 2021 24.

4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阿依丁库勒村

打造党史宣传、荣誉激励、科普教育三个长廊，推进生活馆、信息馆、村史馆、文体馆建设，推

选好婆婆、好媳妇、好夫妻、好邻居、好学生等先进典型，开展创建好村庄、好环境、好庭院、

好道路、好林带、好果园等活动。

村级 第二批 2021 25.

47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水峪村

为有效治理滥办酒席等陋习，将移风易俗突出问题纳入村规民约进行约束，采取张贴公告、“大

喇叭”等方式加强宣传引导，注重发挥“带头人”作用，推动移风易俗入心入脑。建设文化大院、

大戏台和棋牌室等，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实现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

村级 第三批 2022 1.

48 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周良庄村

把红白理事会作为文明乡风建设的载体，制定和公布红白事操办章程和参考标准。组建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团体，充分利用悬挂横幅、发放倡议书、开展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宣传移风易俗。建

立好人好事专栏，积极培育选树宣传身边典型，用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

村级 第三批 2022 2.

49 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大范口村

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开展党员挂门牌、亮身份、做奉献活动，发挥移风易俗表率作

用。推选威望较高的老党员、退休教师等组成红白理事会，对村内红白事实施全过程监督。组织

开展好婆婆、好媳妇、好群众等评比活动。组建各类文艺队，建设村民健身广场、农家书屋、农

村级 第三批 2022 3.



总序号 县、乡镇、村名称 优秀典型经验 级别 批次 年度 序号

村幸福大院等多个文化活动阵地，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村民观念。

50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滦阳镇铁门关村

依托村规民约，在原则性要求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移风易俗制度和规则，细化厚养薄葬、不大摆

宴席等要求。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先进模范带动、文化氛围推动，严格执行村规民约内容。组织

村民签订遵守村规民约承诺书，设立乡风文明“红黑榜”等，强化宣传教育，推动文明乡风深入

人心。

村级 第三批 2022 4.

51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西吕营镇田寨村

把推进婚事新办作为改变村风民风的大事来抓，组织党员干部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树起一面旗

帜；组织村民反复讨论修订村规民约及其实施细则，形成一套制度；成立村民事务理事会，请村

内德高望重的党员、群众担任理事，建好一支队伍；建立“心连心”鹊桥免费婚介服务微信群，

打造一个平台；评选“移风易俗家庭”等，树立一批典型。

村级 第三批 2022 5.

52 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龙交乡王家沟村

通过村干部会、支部党员大会、群众代表会等研究、完善村规民约，出台婚丧喜庆报备制度。充

分发挥“一约四会”作用，强化对婚丧宴请的全过程监督和管理。以孝、俭、勤、义、信等传统

美德为主题评选“文明户”，用一张榜单激发群众参与热情。传承家风家训，学习宣传村里的先

进典型，倡导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和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

村级 第三批 2022 6.

53 山西省长治市沁县松村乡古台村

制定《婚丧娶嫁八不能》《日常生活八不准》《村民出行八不要》等制度，由红白理事会指导村

民办理婚丧喜庆，根据事情大小决定办事规模，严格限制天数和参加人数，一把尺子量到底。引

导村民为乡村办好事、办实事，用发展乡村公益事业代替大操大办，彰显新风正气。

村级 第三批 2022 7.

54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水泉镇合发村

把文明乡风纳入村干部理论学习内容，定期召开文明乡风建设工作专题会议，发现问题和差距，

明确工作职责和措施。由村“两委”班子成员、“四会”组织代表、村民代表组成“红灰黑榜”

评议工作小组，对本村常住居民逐户进行道德评议并张榜公布，营造和谐文明氛围。

村级 第三批 2022 8.

55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前辛台村

强化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成立理论宣讲、时代新风、法治教育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队，提高村民素质，为建设新时代文明村奠定基础。组织戏曲、歌曲、快板、电影等村民喜闻

乐见的文化活动，坚持文化润心、服务暖心，在解决村民实际需求的同时，不断增强文明实践精

神活力。

村级 第三批 2022 9.

56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村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场所深

入开展思想宣传教育。开展善道、孝道、富道“三道模范”评比，选树见义勇为、孝老爱心、敬

业奉献等方面典型。建设张笑天书屋、知青大院、村史馆等，展示村庄风貌，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村级 第三批 2022 10.

57 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区麻山镇龙山村

为破除婚丧嫁娶中的不良风气，组织修订村规民约，增加婚丧简办等内容，明确婚丧红白事操办

标准，事前告知办事群众婚丧事宜办理规定，事中对操办规模现场监督，事后与事主一起算“节

支账”。创新开展“美在农家”行动，围绕“庭院美、仪表美、家风美”开展评比，倡导文明新

风。

村级 第三批 2022 11.

58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松树沟乡新立村

采用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句子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发布移风易俗倡议书，整治规范殡仪行为，

倡议不准超期办丧、不准大操大办、不准扰民办丧、不准违规出殡等。成立党员骨干理论宣讲团、

乡贤宣讲团，探索“面对面+点对点”的宣讲模式，让老百姓“听得懂”“学得进”“弄得清”，

村级 第三批 2022 12.



总序号 县、乡镇、村名称 优秀典型经验 级别 批次 年度 序号

把文明清风“吹”入人心。

59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塘湾村

开展“两榜一模范”创评，打造党员光荣榜、村民荣誉榜和道德模范“乡贤廊”。引导党员、干

部在文明创建中持续发挥“头雁”作用，强化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以“罗泾十字挑花”艺术工坊、

“四喜风糕”课堂、婉娥沪剧小社为阵地，弘扬乡土文化和传统美德。

村级 第三批 2022 13.

60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善港村

制定和睦乡亲好乡风等“十个坚持”和抵制封建迷信等“十个反对”的村规民约及其实施细则，

做到“大事依章，小事依规”。实施“善文化”红色行动，以党员、老干部、退休教师为骨干设

立宣教岗、爱心岗、服务岗、文体岗、志愿岗等开展志愿服务。依托善港村“麦田花舍”村民书

屋，定期开展“品味阅读、慧享生活”等主题活动，广泛传播“知善、向善、行善、扬善”的善

文化。

村级 第三批 2022 14.

61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陇集镇墩前社区

保护老宅院，建设村情馆，发掘传承优秀农耕文化。打造社区文明实践阵地“红磁场”，开展民

事有约半月谈活动，常态化开展“道德讲堂”宣讲，注重以问政交流、身边榜样、文化展示来引

导群众，积极培育乡村文明风尚，提升文明乡风建设水平。

村级 第三批 2022 15.

62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盐官镇桃园村

制定“桃园菜单”和桃园村文明餐桌协议，为宴席“瘦身”。组建乡风文明促进会，劝导村民文

明守规。开展八星文明家庭、最美家庭、最美婆媳、最美孝子等选树活动，用“一张榜单”晒出

乡风新貌。建设文化礼堂，组建舞龙队、篮球队、健身队、门球队等群众性文化团体，促进文化

繁荣。

村级 第三批 2022 16.

63 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孙村镇新建村

以“新风堂”“农民夜校”为阵地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宣传，定期组织好媳妇、好婆婆等评

选。建立积分制，由村民代表、网格员等组成积分评定小组，将婚丧简办、庭院美化等纳入评价

内容。成立旗袍队、广场舞队等多类社团，组织各类文艺汇演活动。

村级 第三批 2022 17.

64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一都镇仙阳村

以党员干部为标杆，从“关键少数”抓起，充分发挥本村党员的“领头雁”作用，带头开展移风

易俗专项整治。健全完善“一约四会”，实施村规民约“红黑榜”制度。依托“党建+”邻里中心，

设立议事室、说事室、传习室，开展民主协商、咨询调解、思想学习、健康讲座、家风家训传承

等活动，营造文明向上的乡风。

村级 第三批 2022 18.

65 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龙源坝镇雅溪村

抓红色党建，建立“一组四网格”的文明乡风建设组织体系；树金色榜样，制定朗朗上口的新时

代《雅溪家训》，评选先进典型；扬古色文化，打造二十四节气馆，建设新雅溪书院，弘扬客家

文化；促绿色发展，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村级 第三批 2022 19.

66 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沟村

坚持“孝善治村”，持续开展“十大孝星”、好媳妇、好婆婆、“孝善家庭”等评选活动。在村

中心广场设置红色光荣榜和白色曝光台，好事表扬、丑事亮相。谱写孝德歌，人人传唱，让德孝

文化入耳入心。发放敬老金、举办百寿宴，定期慰问老年人，践行敬老爱老风尚。

村级 第三批 2022 20.

67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益都街道西高村

组织优秀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模范、老军人等志愿者参与红白理事会工作，现场义务操

持。评选孝老爱亲、帮助邻里、教育子女、奉献社会等“四德榜”，并发放物质奖励。开展政策

宣讲、文体活动、传统教育、党性学习等四大行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村级 第三批 2022 21.

68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原店镇郭家村 弘扬尊老爱老传统，改造旧校舍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洗澡理发、演出慰问、健康体检等 村级 第三批 2022 22.



总序号 县、乡镇、村名称 优秀典型经验 级别 批次 年度 序号

老年人关怀服务。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学雷锋志愿服务站、郭家村乡村振兴馆，举办道德评

议、知识讲座、文化培训等活动，提升村民文明素养。

69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铜钟乡坳上村

打造“湾子夜话”品牌，组织党员、干部利用晚上农闲时间到各村组座谈，宣讲党的政策、倾听

群众心声、共商乡村发展，成为政策法规的“大讲堂”、党员干部作风能力的“磨刀石”、社情

民意的“直通车”、纠纷矛盾的“调解所”、乡村振兴的“加油站”。

村级 第三批 2022 23.

70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普满乡雷家村

健全村级管理服务组织体系，每 6—15 户村民设置一名巷长，落实“村干部包片、巷长包户”责

任，建立巷长和群众公益活动积分兑换制度，将移风易俗作为考核巷长的重要内容，督促巷长带

头执行村规民约、抵制陋习，潜移默化影响村民，增强践行移风易俗自觉性。

村级 第三批 2022 24.

71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三封寺镇莲花堰村

将党员干部带头革除陋习、推动移风易俗作为合格党员的重要标准，在“红黄榜”公示，树立示

范榜样。修订村规民约，破旧习立新规。发放人情新风倡议书、移风易俗工作指导手册，通过村

村响、宣传车、文艺宣传队巡演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挥母亲在家庭中立德树人的关键作

用，打造母亲素质提升工程，开办母亲课堂，引导形成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村级 第三批 2022 25.

72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云头下村

针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消费愈演愈烈的问题，制定出台村规民约，明确村民办理红白事的

标准、流程及奖惩规定，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文明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对婚丧嫁娶实行“周

报制”，统一登记存档。村干部到红白事现场查看，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及时纠正，形成文明健康

的乡风习俗。

村级 第三批 2022 26.

73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蒙山县新圩镇坝头村

提炼形成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廉孝立家、和善兴家的坝头“四家精神”，建成德、廉、孝、善、

勤为主题的文化园，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整合农家书屋、广播站、下坝戏台、“绿荫党校”等阵

地加强廉孝文化宣传。常态化评选公布“坝头村善行义举榜”“坝头村文明家庭榜”，举办“好

家风伴我脱贫致富”故事分享会，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文明创建。

村级 第三批 2022 27.

74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溶江镇五架车村

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推行“一句话承诺”，让党员“亮身份、亮承诺、亮家训”。打造乡村

振兴先锋联盟工作站，汇聚党员先锋、巾帼模范、青年代表、致富能手等为村民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组建理论宣讲、文化服务、乡风文明志愿服务队，深入挖掘“赵德新诚信葡萄”等本土诚

信文化资源，打造党建文化长廊、诚信园、诚信墙，用“小故事”讲“大道理”，弘扬传统美德。

村级 第三批 2022 28.

75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梅西村

传承红色基因，用好梅山革命史馆、梅山老区革命烈士陵园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加强思想建设。

建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设立村级道德红黑榜，定期组织评议，引导村民讲文明树新风。

打造文体活动室、农家书屋、文化舞台和道德广场等文化阵地，寓教于乐，激发乡村文化活力。

村级 第三批 2022 29.

76 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

将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等纳入村规民约，总结形成“十提倡、十反对”，编成顺口溜、

印成小册子进行宣传。每季度进行一次村规民约执行情况总结，请村民小组长、村委会和村民代

表共同评议，形成奖惩决定。建立乡风文明类、邻里守望类、扶贫济困类、环境美化类和协商自

治类社会组织，在文明实践中引导村民提高认识、提升素养。

村级 第三批 2022 30.

77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明月镇白庙村
突出爱党爱国、道德风尚、文化传承、法治建设、生态环保五大主题，提升村民文明素养。整理

推广族规家训，组建本土文艺演出队伍，利用戏剧、曲艺、快板等推进移风易俗宣传教育。持续
村级 第三批 2022 31.



总序号 县、乡镇、村名称 优秀典型经验 级别 批次 年度 序号

开展最美家庭、星级文明户、最美老人、好儿女、好婆媳、好夫妻等评选。建设乡约银行，从“孝、

善、俭、勤、美、信、安”七个方面进行评优评先，引导文明风尚。

78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把士村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成群众的连心桥，成立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邻里纠纷志愿服务队，创新

开展“书香把士”“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等志愿活动，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凝聚思想共识。

建设“文明超市”，坚持存“德”换“得”，为积分较高的村民现场颁发“示范户”挂牌，引导

村民践行文明新风。

村级 第三批 2022 32.

79 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小街镇积德村

成立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签订党员移风易俗承诺书。把“节俭办婚丧”纳入村规民约，公布

“婚丧喜庆公约”，形成红白宴席操办规模、时间和惩戒处罚规则，发挥红白理事会指导督促作

用。实现村民评议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由党员带头的群众自治组织全覆盖。打造“院

坝小讲堂”“和谐小喇叭”等文明实践活动品牌，编排《新农村趣事》等花灯小戏宣传文明乡风。

村级 第三批 2022 33.

80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如意乡达若村

坚持以“党建+民族团结”为统领，健全“支部进网格、党群包联户”的工作机制，广泛开展文明

村、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深化农村殡葬改

革，抵制封建迷信活动，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

村级 第三批 2022 34.

81 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羊泉镇安子头村

为了遏制不良风气，将婚丧嫁娶事宜和宴席标准形成制度章程，要求外出经商、工作人员在村办

红白事也必须遵守。红白理事会主动服务，对办事流程、宴席标准、办事规模、礼金标准进行全

程监督。把移风易俗工作列入党员承诺事项，对大操大办的党员干部进行村内广播通报。

村级 第三批 2022 35.

82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武功镇聂村

出台党员干部“治陋习、树新风”相关规定，村民办理各类宴席必须向红白理事会申报，填写操

办情况登记表。定期评选好媳妇、好公婆、好孝子等先进典型，通过“大讲堂+小课堂”，实现道

德教育全覆盖。办好爱心书屋，坚持日日开放借阅，定期举办读书会，提高村民文化素养。

村级 第三批 2022 36.

83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石空镇太平村

按照“尊重传统、新办简办”的原则，制定红白理事会工作章程和制度。落实党员干部“包组联

户”制度，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走访摸排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广泛开展道德模范、最美杞乡人、最美太平人等推荐评选，弘扬向上向善精神。开展“旗袍秀”

“广场舞”等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村级 第三批 2022 37.

8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洛浦县洛浦镇克尔喀什

村

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讲教育活动，组织开展国旗下宣讲、村干部专题讲、“民

族团结一家亲”干部入户讲、“访惠聚”工作队多样讲、身边人物鲜活讲、“大小喇叭”常态讲、

文艺活动提升讲等多种形式宣讲活动。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结亲周”活动，为群众捐款捐物、

办实事好事，建设和谐乡村。

村级 第三批 2022 38.

85 河北省河间市 破除婚丧陋习 培育文明乡风 县级 第四批 2023 1.

86 辽宁省台安县 创新考评机制 推动移风易俗 县级 第四批 2023 2.

87 江苏省常熟市 打造“新风礼堂” 移风易俗有实惠有实效 县级 第四批 2023 3.

88 江苏省泗洪县 万千“支客”倡导人情新风 县级 第四批 2023 4.

89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 弃旧俗迎新风 畲汉婚俗展新貌 县级 第四批 2023 5.

90 江西省全南县 倡树婚姻新礼俗 引领乡村新风尚 县级 第四批 2023 6.



总序号 县、乡镇、村名称 优秀典型经验 级别 批次 年度 序号

91 山东省莘县 完善工作机制 倡导婚俗新风 县级 第四批 2023 7.

92 湖北省枝江市 家庭积分促进移风易俗 县级 第四批 2023 8.

93 湖北省来凤县 “四个三”工作法整治“无事酒” 县级 第四批 2023 9.

94 湖南省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 建义工托管新机制 除大操大办旧陋习 县级 第四批 2023 10.

95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 “星级文明户”创评 擦亮“文明湘桥”品牌 县级 第四批 2023 11.

96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 侗族新婚礼 倡导新婚俗 县级 第四批 2023 12.

97 海南省屯昌县 以“村 VA”赛为媒 焕发文明新气象 县级 第四批 2023 13.

98 四川省筠连县 “433”工程激扬道德新风 县级 第四批 2023 14.

99 云南省富宁县 “约”出新风尚 “会”出新活力 县级 第四批 2023 15.

100 陕西省蓝田县 “蓝田新婚礼”引领乡村好风尚 县级 第四批 2023 16.

101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 培育文明向上婚俗文化 县级 第四批 2023 17.

102 山西省交城县东坡底乡 丧事简办三步走 文明乡风树新篇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1.

103 山西省灵丘县下关乡 驻村干部积极参与移风易俗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2.

104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泊尔江海子镇 “好人效应”引领文明乡风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3.

105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 家庭诚信积分 带动民风向上向善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4.

106 浙江省海宁市斜桥镇 以“三个三”制止农村铺张浪费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5.

107 安徽省舒城县山七镇 文明乡风“孝”先行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6.

108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郭坑镇 全民“村 TV”让文明乡风遍地开花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7.

109 江西省玉山县仙岩镇 家风家训传递文明新风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8.

110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泊头镇 丧事简办 农民减负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9.

111 山东省宁阳县东庄镇 摒弃丧葬陋习 倡导文明风尚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10.

112 河南省商水县黄寨镇 “黄寨大嫂”千人胡同长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11.

113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火烧坪乡 家风建设“521” 培育文明乡风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12.

114 湖南省新化县琅塘镇 推进“琅塘星”志愿服务 引领形成“星”乡风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13.

115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 打好婚俗改革“四张牌” 营造疍家婚俗新风尚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14.

116 重庆市大足区金山镇 推出暖心举措 治理高额彩礼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15.

117 甘肃省成县店村镇 做好红白喜事铺张浪费治理的“必答题”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16.

118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河镇 党员带头示范 涵养文明乡风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17.

11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74团 推广“一约三会” 打造和美连队 乡镇级 第四批 2023 18.

120 北京市昌平区花果山村 深入摸排情况 有的放矢推进移风易俗 村级 第四批 2023 1.

121 天津市滨海新区联盟村 红白理事好管家 文明乡风结硕果 村级 第四批 2023 2.

122 天津市武清区郑家楼村 整治宴席铺张浪费 培育文明节俭风尚 村级 第四批 2023 3.



总序号 县、乡镇、村名称 优秀典型经验 级别 批次 年度 序号

123 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善堌村 制定自治章程 让文明“有章可循” 村级 第四批 2023 4.

124 吉林省图们市向阳村 村规民约“约”出乡村文明新风尚 村级 第四批 2023 5.

125 黑龙江省塔河县鄂族村 创新“四个一”工作法 遏制歪风邪气 村级 第四批 2023 6.

126 上海市宝山区海星村 整治大操大办 减轻人情负担 村级 第四批 2023 7.

127 河南省民权县孙坡楼村 “新风苑”里新风扬 移风易俗大变样 村级 第四批 2023 8.

128 湖南省浏阳市东门村 党员亮身份、做示范、走在前 带头践行移风易俗 村级 第四批 2023 9.

129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十八湾村 党建引领 文明润心 村级 第四批 2023 10.

130 贵州省都匀市文明村 三定四统一监督 红白喜事有章程 村级 第四批 2023 11.

131 西藏自治区江达县外冲村 驻村工作队出实招 文明乡风焕新彩 村级 第四批 2023 12.

132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汉庄村 “疏堵结合”引领丧事简办新风尚 村级 第四批 2023 13.

13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良繁中心村 党建引领文明乡风 村级 第四批 2023 14.

全国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分布统计表
序号 所在地 合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1 山东 7 1 1 2 3

2 江苏 7 1 1 2 3

3 湖南 7 1 1 2 3

4 河北 6 1 1 2 2

5 湖北 6 1 1 1 3

6 陕西 6 1 1 2 2

7 天津 6 1 1 2 2

8 河南 5 1 1 1 2

9 四川 5 1 1 1 2

10 浙江 5 1 1 1 2

11 黑龙江 5 1 1 2 1

12 山西 5 1 2 2

13 广东 4 1 1 2

14 云南 4 1 1 1 1

15 安徽 4 1 1 1 1

16 江西 4 1 1 2



序号 所在地 合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17 广西 4 1 2 1

18 北京 4 1 1 1 1

19 福建 4 1 1 1 1

20 上海 4 1 1 1 1

21 吉林 4 1 1 1 1

22 辽宁 3 1 1 1

23 贵州 3 1 1 1

24 重庆 3 1 1 1

25 内蒙古 3 1 1 1

26 新疆 3 1 1 1

27 宁夏 3 1 1 1

28 甘肃 2 1 1

29 海南 2 1 1

30 青海 2 1 1

31 西藏 2 1 1

32 兵团 1 1

合计 133 21 25 38 49

第一批：http://www.moa.gov.cn/nybgb/2020/202005/202006/t20200608_6346047.htm

第二批：http://www.moa.gov.cn/nybgb/2021/202110/202112/t20211208_6384180.htm

第三批：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cshsycjs/202210/t20221020_6413627.htm

第四批：https://www.sxhhy.com/29/6076.html

http://www.moa.gov.cn/nybgb/2020/202005/202006/t20200608_6346047.htm
http://www.moa.gov.cn/nybgb/2021/202110/202112/t20211208_6384180.htm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cshsycjs/202210/t20221020_6413627.htm
https://www.sxhhy.com/29/60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