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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林县推行“一找二倡三管四制”
推动移风易俗成效显著

隆林各族自治县有苗、彝、仡佬、壮等少数民族，他们保留

着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一些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陋习甚至造成

群众不小负担，一些群众主动到政府反应希望改变这些陋习。2021

年以来，隆林县响应群众呼声，通过“一找二倡三管四制”，大

力开展移风易俗，取得良好成效。

一、一张清单找陋习

一是广泛调研找问题。组织干部集中深入基层开展专题调研，

听取群众意见。比如通过调研发现，根据当地风俗，老人逝世后

举办丧事，每家亲属需带一头牛，屠宰祭祀给已故老人，一次需

屠宰 10多头甚至 20 多头牛，不仅经济成本高昂，铺张浪费严重，

群众还为此负债累累。该县把解决该问题作为移风易俗的“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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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二是形成清单列陋习。针对群众反应集中的陋习，梳理“重

殓厚葬大操大办、丧事宰牛过多、丧事办理占道、治丧时间过长、

早婚早育、彩礼过高”等 6 条陋习，形成一张负面清单。三是紧

盯清单抓落实。针对清单问题，出台《开展移风易俗统一行动实

施方案》《治理乡村白事重殓厚葬、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实施

方案》等 5 个文件。成立了县移风易俗领导小组，下设 4 个专责

组，每年对清单进行动态管理，清单问题不整治不销号。

二、两类对象抓倡议

一是党员干部示范倡议。全县召开党员干部移风易俗动员大

会，县四家班子领导及各单位、各乡镇、各村主要负责人参加，

县委主要领导出席讲话，向全县干部发出倡议。县委组织部、纪

委监委制作党员干部示范倡议书和有关纪律要求提示，全县 5505

名党员签订承诺书，确保党员干部发挥表率，成为移风易俗的“先

行军”。二是面向群众反复倡议。组建巡回宣讲队、文艺队等，

结合“送温暖防返贫”、创新“三字经”“民间山歌”“流动广

播”“小手拉大手”“万人签名”“乡镇宣讲团”等深入村屯强

化倡议宣传。特别针对其中两个薄弱环节，反复倡议宣讲：以青

少年学生为重点，加强早婚早育监测，累计召开主题班会 960 场、

举行专题讲座 68 场；以年长老人为重点，加强丧事活动倡议，累

计走访 60 岁以上老人 3217 人，召集“道公”召开会议 177 人次，

对他们讲政策、讲意义、讲利弊，紧紧抓住移风易俗“牛鼻子”。

三、三大措施严监管

一是乡镇一盯一管。对重病、逝世的老人等重点对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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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落实干部采取一人盯一户的方式，重点跟踪走访、反复动员

倡议、确保移风易俗政策落实到位，全县累计通过一人盯一户累

计跟踪走访 941 户。二是纪委执纪管。自治县纪委监委落实监管

责任，强化挺纪在前思维，对违反移风易俗有关规定的党员干部

严肃问责，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类先进模范人物等，提请

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取消资格或荣誉称号。县纪委监委累计对不遵

守移风易俗的干部处理问责 3 人。三是司法介入管。公安部门强

化日常防控，对发现有大操大办倾向的红白喜事，积极配合乡镇、

村屯和社区工作人员依法劝导，全县累计出动警力 108 人次，配

合乡镇、村开展移风易俗劝导 27 次。

四、四项制度促长效

一是建立监督举报制度。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对违反移风易

俗规定的，一经接到举报，组织公安、纪检、乡镇等相关单位采

取措施管控。二是实行绩效管理制度。将干部职工遵守移风易俗

情况纳入单位绩效考核，持续常态化监督，倒逼各单位主动监管、

干部自觉遵循。三是推行积分奖励制度。在全县推广积分制，对

行政村、屯（组）和户分三类进行积分评价。其中农户半年一评，

全县评选 200 名示范户，每户奖励 500 元。屯（组）和行政村每

年一评，成效好的屯奖励 3000 元、行政村奖励 2 万元。2021 年全

县共评出 26 面“移风易俗红旗村”。四是坚持“一约四会”制度。

继续发挥村规民约、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

毒禁赌会等“一约四会”的作用，长效破除陈规陋习。

全县移风易俗行动开展以来，累计劝导大操大办 340 起，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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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杀牛 654头，户均屠宰牛从 15 头左右减少到户均 2 头左右。劝

导高价彩礼 99起，群众彩礼负担从户均 6 万左右降低到户均 3 万

元，劝导丧事占道 106起，劝导早婚早育 58 起，群众负担大大降

低，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显著增强。

（根据隆林各族自治县提供资料整理）

梧州市创新“五化”工作机制
筑牢防返贫防线

2022 年以来，梧州市探索建立“五化”工作机制，实施“市、

县、镇、村”四级联动，高质量推进“防返贫 守底线”专项行动，

筑牢“防线”、紧盯“红线”、守住“底线”，切实做到返贫致

贫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一、“立体化”抓培训宣传

一是在市级层面，由市乡村振兴部门牵头，市县两级一体同

步多层级开展培训宣传，市级组建 5 个工作指导组分级分片对基

层进行业务指导，开展面对面培训。目前，该市已完成相关工作

人员全覆盖动员培训，累计培训 23747 人次。二是在县级层面，

各县（市、区）制作惠民政策宣传手册并利用信息化手段，针对

专项行动遇到的系统操作、政策理解等问题，在线解答交流。三

是在镇、村层面，以粤剧、“牛哥戏”“牛娘戏”“下俚歌”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全面宣传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政策，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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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向群众形象化展示。

二、“机制化”抓全面排查

一是建立四级管理网格机制。对全市 852 名防返贫监测信息

员采取从市到村四级“一格多员、一员多能”管理模式，全部参

与排查识别，推动建立教育、医疗、民政等“十二部门会商机制”，

加强工作调度。二是实行“3+N”动态监测机制。通过行业、属地、

数据三大防返贫监测阵地，明确重点行业监测单位，市、县、镇、

村成立专班和工作组，并依托自治区系统及广西防返贫 APP，采

取“每日一研判分析”，将存在返致贫风险的识别纳入监测。三

是拓宽完善排查机制。建立防返贫热线、邮箱、对外申请窗口等

多种渠道。帮扶干部通过入户走访、电话微信联系等方式，核查

脱贫户“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等情况，实时跟踪有大病重

病和负担较重的慢性病患者、重度残疾人、收入较低、教育支出

较大等重点人群和特殊群体，全市累计入户排查 655311户。

三、“多样化”抓帮扶干预

一是紧抓“渐进式”帮扶。区分“收入骤减支出骤增户、因

病因残缺劳力户、意外事故突发困难户、三保障及饮水安全存在

风险户”等四类情况，由县（市、区）、对口行业部门按风险分

类落实政策、精准帮扶。二是狠抓综合保障。对整户无劳动能力

的监测对象，进一步强化低保、养老、医疗救助、残疾补贴等综

合性保障措施，确保“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三是常抓社会帮

扶 。开展“送温暖防返贫”系列活动，引导全市广大帮扶干部深

入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活动累计捐款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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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入户访问脱贫户 4.15 多万户。目前，全市累计消除风险监

测对象 4393 户 18400人。

四、“规范化”抓退出监测

一是综合分析研判监测。指导基层采取“一访一核一评议”

跟踪模式，核查分析返贫致贫风险是否稳定消除，原有的困难群

众“三保障”、饮水安全及收入是否持续巩固，同时研判自然灾

害和疫情等各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做到风险消除规范化。

二是严格按照程序消除风险。严把风险消除关口，逐户评估帮扶

成效，按程序认真操作，切实提高风险消除的真实性、准确性。

三是强化比对筛查。县（市、区）对各部门、各乡镇提供的名单

进行比对，综合分析后提取建议消除风险名单和建议回退名单，

下发乡镇入户核实。

五、“精细化”抓质量提升

一是制定清单强化责任落实。制定“专项行动职责清单”，

进一步明确县（市、区）、指标部门、帮扶单位和帮扶干部工作

职责。同时，不定期召开工作调度释疑会，细化各阶段工作清单，

传导责任压力。二是紧盯一线进行深督。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回头

看”，采取点面结合方式，不定期通过防返贫 APP 随机抽取 2—3

个村进行复查，确保工作保质保量。三是强化执纪问责严抓。推

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项监督“八个专

项行动”，市纪委监委部门运用“大数据+”监督等措施，精准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

（梧州市乡村振兴局 谢宝东、陈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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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市、

县（市、区）乡村振兴局，乡村振兴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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