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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 价值

• 您的智能财资管家 •
数字财资平台

数字财资平台是一个跨行财资管理系统，用数字化
技术为企业财资管理赋能，助力企业提高集团管控力度，
规避资金风险，改善流动性，拓展金融工具应用场景。

具体业务请联系平安银行沧州分行各网点 平安银行交易银行事业部 财资管理中心

连续 17年举办“沧州好人”
选树活动；拥有 118万余名实名
志愿者及 6700 多个团队；全市
5659个行政村和 337个社区均
制定了《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倡导“零彩礼”“低彩礼”婚礼；建
设农村“孝老食堂”；连续 6年举
办公益海葬活动……

近年来，沧州全面深入推进
移风易俗工作，以文明新风培育
为核心，推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
的举措。目前，移风易俗在沧州
已蔚然成风，遍地开花。

“学好人、做好人”
成为风尚

12月 20日，在运河区丽景
社区，75 岁的“沧州好人”郭雪
迎带领一群孩子热火朝天地练
习武术。郭雪迎自 1996 年起便
义务授艺，至今已有 28年，得到
了社区和居民的支持。很多居民
送孩子来学习武术，强身健体、
磨炼意志。

据悉，丽景社区以志愿服务
和文明养成为工作载体，先后培
育了 16支志愿服务队伍。志愿
者中，除了郭雪迎，还有创作了
千余首童谣的“红色宣讲员”“中
国好人”武春章、组织心理咨询
师团队助力孩子健康成长的张
来福等。他们在社区义务服务，
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了
色彩。

丽景社区的文明实践活动
是沧州市凝聚、传递正能量，持
续打造“好人之城”的生动缩影。

沧州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
设，自 2007年起连续 17年开展

“沧州好人”典型宣传选树活动，
着力建设“好人之城”。截至目
前，全市共计 1700余人获评“沧
州好人”，还有近 500人荣登“河
北好人榜”“中国好人榜”。为加
强“好人”精神宣传，沧州还建设
了一批主题公园、主题社区等道
德教育基地，让“好人”为城市代
言。

如今，“学好人、做好人”已
成为沧州干部群众自觉奉行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追求。“我是沧
州好人，要为沧州添彩”蔚然成
风，“好人之城”成为沧州的精神
财富和靓丽名片。

“志愿红”
扮靓城市

在新华区交通大街附近的
志愿沧州爱心服务站，每天清
晨，志愿者们都会为环卫工人和
困难残障人士准备热腾腾的免
费早餐。这家被老百姓亲切称为

“爱心粥屋”的服务站，自 2021
年运营以来，已吸引了 9000 余
人次志愿者参与，成为沧州的一
张温情名片。

沧州将志愿服务作为推动
移风易俗的有效载体，通过组织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群
众转变思想观念，倡导文明节
俭，摒弃不良习俗。如今，在狮城
大地上，“志愿红”已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在交通路口，志愿者们善
意提醒行人，维护交通秩序；在
爱心服务站，志愿者们为环卫

工人提供免费早餐；在孤寡老
人家中，志愿者们帮着包饺子、
理发，提供贴心服务……截至
目前，沧州已有 118万余名实名
志愿者、6700 多个志愿服务团
队。他们通过近 2万个志愿服务
项目，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传播
正能量。

为深化移风易俗工作，沧州
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村庄
开展常态化入户走访，宣传普及
红白事简办、孝老敬亲、厚养薄
葬等移风易俗相关知识。同时，
指导各地积极开展文艺汇演、主
题宣讲、故事会、爱心饺子宴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有效提升了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沧州志愿服务活动的蓬勃
开展，不仅营造了健康、文明、和
谐的社会环境，也促进了农村群
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和乡风文明
的提升。

《村规民约》
减攀比、增人情

在东光县连镇镇小邢村，近
年来，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成
立红白理事会等举措，村民们的
生活习俗发生了显著变化，文明
新风扑面而来。

小邢村一直提倡“红白事上
不浪费”。早在 2011年，村里就

制定了《村规民约》，对红白事操
办统一标准，并随着时代变迁不
断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的推
行，有效遏制了婚丧嫁娶中的奢
侈浪费现象。

村里成立的红白理事会更
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红事
还是白事，都由理事会统一组织
安排，包括接送、典礼、就餐等环
节，既省心又省钱。特别是办白
事，村里提倡厚养薄葬，实行火
化，并建有祠堂，内设吊唁厅、骨
灰堂，既节约了土地资源，又消
除了火灾隐患。

28岁的邢增军是村里的年
轻人，也是红白理事会的骨干力
量。他去年结婚时，喜宴每桌餐
标不超过 300元，婚礼只邀请了
小乐队，全算下来花费不到 1万
元。他说：“这样特别好，大家都
不在花钱的事情上攀比了，形成
了一种良好的风气。”

61 岁的邢荣升为村民操
办红白事已有 20多年，他见证
了村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
风气变化。他说：“现在提倡移
风易俗，红白事讲排场、比阔
气的现象少了，人情味却更浓
了。”

小邢村作为《村规民约》实
践的一个亮点，其成功经验已广
泛辐射。据统计，目前沧州 5659
个行政村和 337 个社区全部制
定了《村规民约》与《居民公约》，
共同营造和谐、文明的社会新风
尚。

“零彩礼”婚礼
为爱情减负

12月6日，河间市沙河桥镇
西旧馆村的王田震与东旧馆村
的刘云可在婚俗改革大礼堂举
办“零彩礼”婚礼。两人经介绍相
识相爱，因王田震家庭条件一
般，女方决定不要彩礼。他们希
望更多人参与“零彩礼”“低彩
礼”行动。

自2017年11月河间市第一
对“零彩礼”新人结婚以来，该市
便开始积极推动移风易俗工作，
倡导婚恋新风。

今年5月20日，河间市举办
了第六届“低彩礼”集体婚礼，23
对新人分别在瀛海公园广场、兴
村镇大庄村悦和厅、沙河桥镇西
旧馆村婚俗改革大礼堂步入婚
姻殿堂。这一活动已经成为河间
市推动婚俗改革、倡导文明新风
的重要载体。至今，已有 124对
新人参加“低彩礼”集体婚礼。

河间市通过政策引导、全民
参与等措施，逐步形成了崇尚婚
恋新风的良好氛围。2021年，河
间市被民政部确定为首批全国
婚俗改革实验区，并加大了婚俗
改革的力度。该市制定了实施意
见、红白理事会章程等文件，规
范了婚嫁事宜的操办流程，各乡
镇、村（社区）也修订完善了《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将婚俗改
革纳入其中。

如今，河间“零彩礼”婚礼已
成沧州的典范。沧州越来越多的
新人选择“零彩礼”“低彩礼”婚
礼，既减轻了家庭经济压力，又
彰显了健康、文明的婚恋价值
观。

“孝老食堂”
助力农村养老

在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
“孝老食堂”已成为老人们的温
馨家园。每天中午，老人们围坐
在一起，享用着免费且丰富多
样的午餐。该食堂由村民们共
同出资出力建设，并通过发展
集体经济等方式实现持续运
营。

青县总人口 42万，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20.65%。
针对农村困难、独居留守老年人
生活质量不高的现状，青县坚持

“党建引领、村办民助”等原则，
大力建设农村“孝老食堂”。同
时，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制定
梯度收费标准，并建立多元筹资
机制，确保食堂可持续运行。

为保证“孝老食堂”的质量
和安全，青县民政部门协同相关
部门开展监督工作，并制定星级
评定标准，对食堂进行分类奖
补。此外，青县还为每家食堂购
买意外责任险，有效化解运行风
险。截至目前，青县已投入运行

“孝老食堂”200余家，惠及超过
1万名老年人。

青县的这一创新做法不仅
为当地老年人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福祉，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沧
州各地纷纷效仿青县，结合本地
实际，积极探索建设农村“孝老
食堂”，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
老需求。

公益海葬活动得到
越来越多家庭认可

今年 3月，沧州市第 6期免
费骨灰撒海活动在黄骅港海域
顺利举行，104位逝者的骨灰在
亲人的护送下回归大海，以碧波
为家。

当天清晨，逝者亲属们齐聚
沧州殡仪馆悼念厅外广场，参加
庄重的骨灰撒海送别仪式。简短
仪式后，亲属们乘车前往黄骅港
港口码头。上午 9点半，12艘海
葬船启航，向渤海湾深处驶去。
轮船到达预定海域后，亲属们在
工作人员引导下，将亲人的骨灰
伴着鲜花花瓣撒入大海，与已故
亲人作最后道别。

此次活动中，市民陈娜送别
自己的姥姥、姥爷和舅舅。她表
示，今后看见大海就像遇到了亲
人。54 岁的蒋文彬送母亲最后
一程。他称母亲生前希望将骨灰
撒入长江，但因路途遥远未能实
现。得知沧州可海葬后，家人一
致同意并报了名。

截至目前，沧州市已组织举
办了 6期公益海葬活动，共有近
300位逝者的骨灰撒入大海。海
葬作为节地生态安葬的方式之
一，被沧州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接
受。

“移”走陈规陋习“易”来文明新风
——沧州大地上的移风易俗故事（下）

本报记者 崔儒靖

““爱心粥屋爱心粥屋”” ““低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现场集体婚礼现场

““孝老食堂孝老食堂”” 村民们讨论村民们讨论《《村规民约村规民约》》

第十七届第十七届““沧州好人沧州好人””典型代表颁奖典礼典型代表颁奖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