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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开展移风易俗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与启示
蔡莉英

(中共凉山州委党校ꎬ四川ꎬ西昌 ６１５０００)

摘　 要:中国共产党是移风易俗的倡导者和践行者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ꎬ针对时代问题ꎬ都开展了行之有效的移风易俗实践ꎮ
凉山州作为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ꎬ在国家扶贫战略中ꎬ移风易俗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ꎬ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实现“共同

富裕”的理想信念ꎮ 对凉山扶贫开发进程中移风易俗的实践进行了回顾ꎬ重点突出决战决胜小康时期ꎬ凉山各级党委政府、干
部群众在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视察凉山讲话精神的鼓舞下ꎬ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开展的“移风易俗倡树文明

新风”活动ꎬ积累的经验和获得的启示将为脱贫攻坚成效的巩固和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宝贵的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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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移风易俗”出自«荀子乐论»:“乐者ꎬ圣人之

所乐也ꎬ而可以善民心ꎬ其感人深ꎬ其移风易俗ꎬ故
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ꎮ” 强调了礼乐尤其是乐

在移风易俗中的优长ꎬ以及移风易俗所达到人们和

睦相处以致天下皆宁的目的ꎮ 随着历史的演进ꎬ
“移风易俗”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深

厚的治世思想ꎬ众多朝代都将风俗问题上升到治国

安邦的高度ꎮ 统治者通过观风俗、教化风俗达到政

治稳定、经济恢复、人民安定的目的ꎮ 例如ꎬ汉代的

移风易俗使得中原地区的礼乐文明进一步普及ꎬ虽
未达到六合同风的程度ꎬ但是风俗文化的统一是与

大一统下的政治经济形式相一致的ꎬ有利于国家秩

序的稳定ꎬ同时ꎬ统一的习俗ꎬ有时候也是一种软性

的约束力量ꎬ使得人民大众在统一的制约性力量下

的普遍行为得到规范ꎬ不仅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稳

定ꎬ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

固[１]ꎮ 明初教化政策的推行ꎬ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

果ꎬ形成了简朴醇厚的社会风气ꎬ对于社会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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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生产恢复和发展ꎬ发挥了积极作用[２]ꎮ
中国共产党是移风易俗的大力倡导者和践行

者ꎬ在不同历史时期ꎬ针对时代问题ꎬ都开展了行之

有效的移风易俗实践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中国

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区对旧的习俗进行大

刀阔斧的改革ꎬ革除陈规陋习、破除封建迷信、促进

妇女解放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移风易俗实践围绕爱国

卫生运动展开ꎮ 改革开放后ꎬ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

«决议»指出:“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ꎬ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

大创造ꎬ有助于两个文明建设任务有机结合ꎬ落到

基层”ꎮ 迈入新时代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弘扬科学精神ꎬ普及科学知识ꎬ开展移

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ꎬ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

蚀”的要求ꎮ
凉山州在国家扶贫战略实施的进程中ꎬ移风易

俗得到广泛的开展ꎬ成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抓

手ꎬ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实现“共同富裕” 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ꎮ

二、凉山州移风易俗助力脱贫攻坚的经验

总结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ꎬ是
以彝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区ꎬ现有彝族人口 ２７５
万ꎬ占总人口的 ５２ ８９％ꎮ 凉山州作为从奴隶社会

“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直过地

区”ꎬ凉山彝区地域封闭ꎬ社会发育程度低ꎬ传统文

化价值观念根植较深ꎬ一些落后的习俗观念通过

“贫困文化”①集中表现出来ꎮ 诸如厚死薄生、奢办

婚事的消费观ꎻ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ꎻ迷信

巫术、敬畏鬼神的宗教观ꎻ视农为本、轻商贱役的生

产观ꎬ“等靠要”的消极度日观等ꎬ陈规陋习影响到

彝区村民健康素养的提升和时代新风的形成ꎮ
在凉山彝区反贫困的进程中ꎬ“移风易俗”作为

一种持续开展ꎬ 治理贫困的手段ꎬ得到广泛实践ꎮ
其中ꎬ具有规模化、较强影响力的有三次ꎬ所取得的

成效与经验ꎬ为凉山培育时代新风助力脱贫攻坚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一)发起“形象扶贫”工程ꎬ破陈规、除陋习

１９９２ 年ꎬ在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战略中ꎬ
针对凉山彝区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ꎬ针对凉山

彝区农村脏乱差的环境ꎬ凉山发起了一场改革陈规

陋习的“形象扶贫”工程ꎬ 其主要的内容是“三改一

塑”:一是改变贫困农户家庭、环境卫生状况ꎬ撤走

门前粪ꎬ建厕所ꎬ修畜圈ꎬ实现人畜分居ꎬ修好背水

路、院坝等ꎮ 二是改善居住条件ꎬ改变原始的居住

状况ꎬ消除破旧危房ꎬ开窗通风采光ꎬ有床有灶ꎮ 三

是改革陈规陋习ꎬ转变观念ꎬ推广农村科技ꎬ控制人

口增长ꎬ加强基础教育ꎬ改变医疗条件ꎬ提高人口素

质ꎬ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ꎬ树立新的生产观、消费

观、积累观ꎬ引导农户迈向现代文明ꎬ更好动员和组

织群众充分利用国家扶贫开发的有利条件ꎬ努力创

建社会主义新农村ꎬ塑造社会主义时期凉山农牧民

的新纪元ꎬ最终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ꎮ
“形象扶贫”工程取得明显的实效ꎮ 形象扶贫

工程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实施ꎬ经过五年实践ꎬ全州累计

７ 万多农户达到形象扶贫ꎬ占全州 ２８ 万户应实施农

户的 ２５％ꎮ 改造破旧危房 ３３ ６７６ 户ꎬ开窗透光的

７８ ８４０户ꎬ修好一路一坝有 ７０ ７２５ 户ꎬ实现人畜分居

７５ １４７ 户ꎬ建厕所 ５２ ６２９ 户[３]ꎮ 凉山彝区的老百姓

无论是从物质条件ꎬ还是生活环境、思想观念都有

了较大的改变ꎮ
(二)开展彝区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ꎬ凝聚跨越发展

动力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ꎬ为改变彝区农村落后面貌ꎬ凝
聚跨越发展动力ꎬ凉山开展了以移风易俗、禁毒防

艾、环境治理、学校教育、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为主

要内容的彝区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ꎮ 与 “形象扶

贫”工程相较ꎬ彝区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呈现出一

些新的特点ꎮ
１.以小板凳推动大工程ꎬ促进大转变

凉山在开展彝区健康文明生活运动中ꎬ根据彝

区群众的实际生活困难ꎬ将“板凳工程”作为新生活

运动的切入点ꎬ采取州、县市财政支持ꎬ各级行政企

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社会捐赠相结合的办法ꎬ动
员各级各部门向彝区每户群众赠送三根板凳ꎬ并不

断拓展“板凳工程”内容ꎬ在赠送板凳的基础上ꎬ开
展赠送生活起居用品ꎬ帮助改善彝区生活条件ꎬ带
动彝区群众转变随地而坐等起居生活习惯ꎬ从而养

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ꎮ
２.注重六个结合ꎬ着力提高彝区群众的生活质量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ꎬ物质决定意识ꎮ 健康文明

的新生活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ꎬ只有改善

了彝区落后的发展环境ꎬ提高了彝区群众的经济收

入ꎬ才能让彝区群众过上健康文明的新生活ꎮ 凉山

州紧紧抓住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机遇ꎬ不断加

大彝区民生工程的工作力度ꎬ切实提高彝区群众的

生活质量ꎮ 一是与新农村示范相结合ꎬ改变彝区低

矮潮湿、功能混杂、设施落后的居住环境ꎮ 二是与

彝区“三房”改造相结合ꎬ改变彝区群众人畜混居、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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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混杂的居住条件ꎮ 三是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

合ꎬ彝区群众收入得到增加ꎮ 四是与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相结合ꎬ大力整治村容村貌ꎬ改变公共卫生习

惯ꎮ 五是与社会事业发展相结合ꎬ着力在文化教育

事业和治理“黄、赌、毒”等下功夫ꎮ 六是与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相结合ꎮ 通过深入开展文明村

镇、文明集镇、文明洁美家庭等基层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和好媳妇、好公婆、孝女孝男等精神文

明细胞建设ꎬ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ꎬ积极倡

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ꎬ引导彝区群众争学先进的科

学文化知识ꎬ争当文明礼仪的带头人ꎬ凝聚起凉山

彝区跨越发展的精神动力ꎮ
(三)建立和完善制度机制ꎬ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倡

树文明新风”主题教育活动

形象扶贫、板凳工程无疑是推动移风易俗开展

的有效方式ꎮ 由于习惯养成的长期性和反复性特

征ꎬ陈规陋习的改造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ꎮ 结合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视察凉山重要讲话精神

指示ꎬ凉山州在决胜小康的关键时期ꎬ“移风易俗倡

树文明新风”活动的开展以构建治理体系为重点ꎬ
以制度建设为核心ꎬ以综合治理为抓手ꎬ重视思想

舆论引领ꎬ推进凉山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ꎮ
１.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格局ꎬ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

新风”工作落地落实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ꎬ移风易俗工程是一项

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ꎮ 其中ꎬ基于法治的多

元主体共同治理为特征的社会共治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前提ꎬ它不仅仅是政府

治理社会ꎬ而且包括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ꎬ更确切

地说ꎬ是在党委的领导下ꎬ政府与社会共同推进的

过程ꎮ 凉山州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中构建了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

工作机制ꎮ
(１)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作用ꎮ 州

委、州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ꎬ强化责任落实ꎮ ２０１９
年ꎬ制定了«凉山州关于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倡树文

明新风主题教育活动的工作方案» (凉委办[２０１９]
４９ 号)ꎬ州委主题教育小组制定«关于移风易俗突出

问题整治»ꎮ 各县市相继制定了«开展移风易俗倡

树文明新风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工作方案»ꎬ成立了

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ꎬ明确了县、乡镇一把手为

第一责任人ꎬ分管领导具体抓ꎬ确保责任、目标落到

实处ꎮ 村级组织充分发挥党支部核心作用ꎬ驻村第

一书记的引领功能ꎬ推动移风易俗进入千家万户ꎮ

(２)着力发挥四支队伍的重要作用ꎬ共同推进

凉山乡风文明建设ꎮ 一是强化党员干部示范引领ꎮ
着力加强各级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理想信

念和党风党纪党规教育ꎬ针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中存在的巧设名目、大操大办、相互攀比、高额彩

礼、薄养厚葬、迷信活动等问题ꎬ制定出台细化管理

措施ꎬ建立举报制度ꎬ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ꎬ对顶

风违规违纪人员坚决惩处ꎮ 二是充分发挥妇女队

伍作用ꎮ 加强基层妇联组织建设ꎬ充分发挥妇联组

织“联”的优势ꎬ创新社会力量动员方式ꎬ让妇女在

养成卫生健康习惯、科学养育后代、树立良好家风

中发挥独特作用ꎻ组织开设妇女培训专班ꎬ开展技

能培训和家务卫生、健康生育、疾病防治、诚信法

治、伦理道德、文明礼仪、勤俭持家、家庭和睦等文

明教育实践系列活动ꎬ带动家庭践行文明新风ꎬ形
成良好风气ꎮ 三是管理用好农村能人队伍ꎮ 注重

发挥乡贤、复原退伍军人、经商务工人员、乡村教

师、大学生村官在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ꎮ 四是整合综合帮扶队伍力量ꎮ 将省、
州、县综合帮扶队伍力量整合起来ꎬ开展移风易俗

专项行动ꎬ发挥“生力军”作用ꎬ使其在帮扶工作的

同时ꎬ加强对贫困村移风易俗工作开展的推进和管

理ꎬ强化综合治理ꎬ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工

作落地落实ꎮ
２.以制度建设为核心ꎬ提升基层的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ꎬ加强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ꎬ把我国

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ꎬ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有力保证ꎮ
(１)建立自我管理约束机制ꎮ 全州各乡镇结合

脱贫攻坚、移风易俗修订完善«村规民约»ꎬ内容充

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移风易俗、乡风文明

等主题ꎬ用制度化的方式引导约束村民转变观念、
破除陈规陋习ꎮ 同时ꎬ加强和完善乡村红白理事

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

自治组织建设ꎬ确保有人管事、按章办事ꎬ充分发挥

自治组织在遏制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中的主导

作用ꎮ
(２)建立健全婚丧新风约束机制ꎮ 针对婚丧事

宜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ꎬ制定出台细化婚嫁彩

礼和宴席管理措施ꎬ遏制婚嫁赠予高额礼金及大操

大办ꎻ严禁以乔迁新居、子女满月、升学参军、女童

换裙、老人过寿等名义摆席设宴大操大办收受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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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金ꎻ严禁通过滥发请帖(请柬)、群发短信、张贴喜

帖等方式邀请服务对象和非亲属人员参加收受礼

品礼金ꎬ遏制其他喜庆事宜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ꎻ
坚持厚养薄葬ꎬ规范丧事办理标准ꎬ控制牲畜宰杀

数量ꎬ禁止在丧葬活动中燃放烟花ꎬ遏制薄养厚葬

及丧事大操大办ꎮ
(３)建立村容村貌整治管理机制ꎮ 针对乡村

脏、乱、差现象ꎬ制定落实家庭卫生、公共卫生清扫

制度ꎻ认真贯彻«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ꎬ
大力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ꎬ深入推进“三建

四改五洗”ꎮ② 教育引导群众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

惯ꎬ加快农村环境设施建设ꎬ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治理和生活污水处理ꎬ组织群众开展门前屋后、公共

地段卫生整治行动ꎬ促进农村环境卫生的根本改变ꎮ
(４)建立健全文明新风激励机制ꎮ 把“四好创

建”与争创文明村镇、“星级文明户” “文明洁美”家
庭等结合起来ꎮ 对“四好家庭”实行动态管理ꎮ 各

乡镇对现有的星级“四好家庭”户实行动态管理ꎬ在
环境卫生、孝老爱亲、勤劳致富等方面有较大改善

和提高的家庭予以加星ꎬ并在优惠政策方面予以倾

斜鼓励ꎻ对创建标准有所退步的家庭ꎬ予以减星ꎬ提
出批评帮助ꎬ限期整改ꎮ 采用组周评、村月评、乡季

评、县半年评的方式常态化开展工作ꎬ加强村民自我

监督管理ꎬ通过逐级评选和奖励ꎬ增加村民的荣誉感

和获得感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全州已累计创建“省级

四好村”２３７ 个、“州级四好村”２ ０８５ 个ꎬ“星级四好文

明家庭”６９ ０２ 万户ꎬ“四好创建”取得显著成效ꎮ
３.思想舆论引领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涵养凉

山彝区

移风易俗ꎬ以文化人ꎮ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涵养凉山彝区ꎬ夯实破除“贫困文化”的基础ꎮ
(１)大力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２０１８

年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ꎬ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

共文化建设ꎬ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弘
扬主旋律和社会风气ꎬ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ꎮ”一是

在移风易俗过程中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武器ꎬ抵御金钱至上、拜金主义负面影响ꎬ营造淳朴

民风、达到心灵净化的作用ꎮ 二是在大力宣传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ꎬ结合凉山彝区农村

的特点ꎬ运用彝族传统文化中勇敢尚武、尊老爱幼、
互助合作的优秀思想精神ꎬ构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支撑的农村道德体系ꎬ积极引导民

众崇尚科学、勤劳勇敢、文明和谐ꎬ革除陋习ꎮ
(２)精神思想引领ꎬ激发内生动力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ꎬ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到大凉山深处的昭觉县

三岔河乡三河村、解放乡火普村ꎬ走进彝族贫困群

众家中ꎬ看实情、问冷暖、听心声ꎬ与当地干部群众

共商精准脱贫之策ꎮ 围绕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及

习近平视察凉山重要讲话精神ꎬ凉山持续开展了

“习总书记来到我们村”感恩教育彝语巡回宣讲活

动ꎮ 突出“感恩、奋进、变化”三大主题ꎬ组织宣讲队

深入机关、乡镇、村社和学校等ꎬ引导群众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勤奋进ꎮ 充分利用农民夜校、火塘

夜话、“村村响”广播等阵地ꎬ请脱贫的贫困户现身

说法ꎬ讲述自己在各项惠民政策的帮助下ꎬ努力创

业ꎬ摆脱贫困的亲身经历ꎬ激发内生动力ꎬ引导贫困

群众克服困难、早日脱贫致富ꎮ
(３)强化媒介的宣传作用ꎬ为倡树文明新风营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ꎮ 在«凉山日报»«凉山广播电视

台»«凉山彝州新闻网»和«凉山城市新报»等州级主

要新闻媒体的重要版面或黄金时段刊播有关各县

市、部门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的工作

情况和取得的成效ꎬ为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ꎻ利用手机、微博、微信等新兴传媒平台ꎬ扩大宣

传的覆盖面ꎮ
４.综合施策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取得实效

凉山州还采取多元化的举措推进移风易俗

工作ꎮ
(１)坚持把教育作为治本之策ꎮ 全面落实民族

地区 １５ 年免费教育、义务教育“六长负责制”③、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ꎬ小学、初中适龄人口入

学率分别达到 ９９ ６４％、９８ １２％ꎬ建成“一村一幼”
３ ０６９个ꎬ“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实现幼教点和幼儿

园全 覆 盖ꎮ 实 施 新 型 农 民 素 质 提 升 工 程ꎬ 对

１２ ７３ 万贫困家庭适龄劳动力进行了全员轮训ꎮ
(２)全面落实治毒治病救助工作ꎮ 推进“毒品

治理凉山行动”ꎮ 创新推行“支部＋协会＋家支”禁
毒模式ꎻ探索“绿色家园”戒毒康复新模式ꎻ强化艾

滋病综合防治ꎬ建立完善基层艾滋病防治服务体

系ꎬ建设“１＋Ｍ＋Ｎ”④模式ꎮ
(３)强化超生整治ꎮ 建立乡镇“包村包户”、专

业技术人员“一对一”生育秩序整治制度ꎬ政策外新

生多孩率由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０％降至 ４ ６１％以内ꎮ

三、凉山开展移风易俗助力脱贫攻坚的启示

　 　 回顾凉山移风易俗助力脱贫攻坚的历程ꎬ从
“形象扶贫”到“板凳工程”再到“移风易俗倡树文明

新风”活动ꎬ展现出凉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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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ꎬ移风易俗的成效也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ꎬ对
凉山投入的持续加大ꎬ凉山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农

村生活环境的改变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ꎬ移风易俗

的方法与措施也随着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干部治理

能力与水平的提升更加多元化ꎬ治理的效果也更加

明显ꎮ 当然ꎬ在调研中也发现移风易俗推进工作中

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推进移风易俗的工作方

式更多偏重行政推动ꎬ在实践中往往陷入“外热内

冷”的窘境ꎬ老百姓的内生动力不足ꎮ 二是工作方

式表面化、形式化ꎬ缺乏实效的问题突出ꎮ 三是基

于婚丧习俗事宜的特殊性ꎬ存在监管难、查处难、标
准界定难的“三难”问题ꎮ 四是移风易俗工作中回

潮⑤、反弹现象ꎮ 因而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ꎬ凉山的脱

贫攻坚和移风易俗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ꎮ
(一)凉山移风易俗工作任重而道远

凉山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历史ꎬ呈现出明显的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的特点ꎬ一些传统的势力

和习惯力量的顽固性ꎬ使每一次的移风易俗工作都

出现了“回潮”、反弹现象ꎬ例如ꎬ彝族农户修了院坝

建了厕所ꎬ但不久ꎬ干净的院坝上堆起了肥料ꎬ开的

窗户ꎬ又用木板严严实实地封起来ꎻ公共卫生没有

内化为行为习惯ꎻ移风易俗中突出的高额彩礼的问

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ꎬ嫁女收受高价彩礼依然是彝

区农村的现实存在ꎻ在彝区农村ꎬ生老病死花钱请

毕摩⑥做法事仍然存在ꎮ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ꎬ观
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ꎬ它将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ꎬ需要拿出“绣花”的耐心、细心和恒

心ꎬ与落后观念、陈规陋习进行坚决的斗争ꎮ
(二)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ꎬ激发群众积极主动

地投入到移风易俗的革命中

毛泽东曾指出:“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ꎬ烈女

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ꎬ别人代庖是不对

的”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群众主体ꎬ激发内生动

力”扶贫论述中指出“贫困群众是扶贫攻坚的对象ꎬ
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ꎮ 有的地方不注重调动群众

积极性ꎬ主动性、创造性ꎬ反而助长了等靠要思想ꎬ
‘靠着墙根晒太阳ꎬ等着别人送小康’” [４]ꎮ 激发内

生动力ꎬ一是要把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动员起来ꎬ让
他们的心热起来ꎬ引导他们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

熬”的观念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辛勤劳动改变

贫困落后面貌ꎮ 二是更多采用村约自治的方式推

进移风易俗ꎬ这种“自下而上”的路径ꎬ更符合风俗

内生性的生长规律ꎮ[５] 利用已经逐步建立的村民议

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赌毒协会等群众

组织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与引导ꎬ形成一种隐性的

约束力ꎬ着力解决婚丧嫁娶监管难、查处难、标准界

定难的问题ꎮ 三是要善于利用彝区民间调解资源

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落地生根ꎮ 在凉山彝族传统

社会中德高望重的德古能够在婚丧嫁娶或者处理

纠纷事务中起到民间调解的作用ꎬ有效地发挥利

用ꎬ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在彝区生根开花ꎮ 四是利用

凉山彝族丰富的文化资源ꎬ创新移风易俗的工作方

式ꎬ将倡导的文明新风内容融入彝族歌舞中ꎬ融入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克智”⑦ꎬ克智在彝族婚礼上

通过口才表演的形式把新时代的文明新风传递到

彝族百姓心中ꎬ真正发挥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的作用ꎬ而古老的克智也能焕发时代光彩ꎮ
(三)构建长效监管机制ꎬ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持久有

效开展

尽管州、县、乡、村都出台了关于移风易俗的规

章制度ꎬ但制度“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喊在嘴上”问
题依然存在ꎬ制度执行的监管力度明显不足ꎮ 需要

在构建长效监管机制上精准发力ꎬ要构建起党内监

督、制度监督、媒体监督、群众监督的大格局监督体

系ꎬ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持久有效开展ꎬ为全面小康

和乡村振兴增添动力ꎮ

注释:
①　 所谓“贫困文化”指的是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ꎬ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

理定势、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ꎮ
②　 三建四改五洗:“三建”即建庭院、建入户路、建沼气池ꎻ“四改”即改水、改厨、改厕、改圈ꎻ“五洗”即洗脸、洗手、洗脚、洗

澡、洗衣服ꎮ
③　 “六长”分别为“县长、教科局局长、乡镇长、校长、村主任或社区主任、家长”ꎮ
④　 １ 是党政领导ꎬＭ 是卫生院技术支持ꎬＮ 是指基层艾防人员ꎬ如村医等ꎮ
⑤　 回潮:比喻已经消失了的旧事物、旧习惯、旧思想等重新出现ꎮ
⑥　 毕摩:毕摩是彝语音译ꎬ“毕”为“念经”之意ꎬ“摩”为“有知识的长者”ꎬ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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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徐艳东.“脸”的道德形而上学———阿甘本哲学中“脸、人、物”思想研究ꎬ哲学动态ꎬ２０１５(２):１６.
[８] 　 郭春镇.数字人权时代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治理[Ｊ] .现代法学ꎬ２０２０(４):２７.
[９] 　 张焱.为便利让渡个人隐私存在安全隐患[Ｎ] .光明日报ꎬ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００２) .
[１０] 　 商希真.生物特征识别信息商业应用的中国立场与制度进路———鉴于欧美法律模式的比较评价[ Ｊ] .江西社会科学ꎬ

２０２０(２):２０７.
[１１] 　 田野.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以生物资料库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 Ｊ] .法制与社会发展ꎬ２０１８

(６):１１１.
[１２] 　 郑晓剑.比例原则在现代民法体系中的地位[Ｊ] .法律科学ꎬ２０１７(６):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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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克智:是彝族民间流传相当广泛、具有竞赛性质的口头文学形式ꎮ 其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古今历史ꎬ用语朴实、生动活泼、
感染力强ꎮ

参考文献:
[１] 　 王俊青.两汉的移风易俗[Ｊ] .黑龙江史志ꎬ２０１０(２３) .
[２] 　 高寿仙.洪武时期的社会教育与移风易俗[Ｊ] .明史研究ꎬ１９９９(１) .
[３] 　 王岚.凉山形象扶贫———一场移风易俗的革命[Ｊ]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ꎬ１９９８ꎬ１９(Ｓ１) .
[４] 　 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Ｍ] / /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８:３７.
[５] 　 陈寒非.风俗与法律:村规民约促进移风易俗的方式与逻辑[Ｊ] .学术交流ꎬ２０１７(５):１０８－１１７.

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