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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全面推行移风易俗， 整治农村
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
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依
靠群众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
约， 提倡把喜事新办、 丧事简
办、弘扬孝道、尊老爱幼、扶残
助残、 和谐敦睦等内容纳入村
规民约。

韩俊分析称，《指导意见》
里的政策导向非常清楚， 分别
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
值核心价值观， 实施乡村文明
培育行动， 发挥道德模范的引
领作用， 加强农村文化的引领
等四个方面， 对这项工作作出
具体部署。

不过，韩俊也直言，要约束
攀比炫富、铺张浪费行为，并非
通过发文或开会就能解决。 一
些地方可在政府引导下， 农民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村规
民约， 把一些约束性强的措施
写入村规民约。 有些地方建立
了村庄红白理事会、 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等，都是一些群
众性的自治组织。 通过以上措
施，较好地解决了相应的问题。

“希望政府能引导村民，自
下而上地参与协商， 通过村民
民主协商形成相关制度。 通过
大家普遍认同的方式， 将其变
成一种制度和规矩， 让大家自
愿遵守。 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
效果。 ”刘飞翔说。

“针对人情礼金的约束，需
要慢慢来，做好引导与宣传，让
大家感觉到， 这种攀比不是越
高越好。攀比不是好现象，但也
不要取缔它， 有的地方可能就
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新事新办，
移风易俗就是消灭风俗。 还是
应该通过创新教育宣传， 让相
关文明逐渐发生好的变化。 ”朱
启臻说。 （法制日报）

乡村礼金五花八门金额攀升
热热衷衷““穷穷讲讲究究””，，最最终终““讲讲究究穷穷””

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门的礼金、节节攀升的彩礼……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
贫屡见不鲜。 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 乡风异变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根据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发
现，当下农民消费第一支出为食品，很多农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礼金，超过看病支出。 韩俊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
费、婚丧大操大办等做法。

据韩俊介绍，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大
变革时代，1995 年农村常住人口达到峰值
是 8.6 亿人， 去年农村常住人口只有 5.6
亿人，20 多年来减少了 3 亿人。 在这样一
个大变革的过程中， 各种思潮冲击交汇、
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遭到冲击解构。 现在
农村在乡村文明方面存在很多突出的问
题，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
风盛行。

这样的问题对于张元(化名)来说，早
已变成苦恼，甚至上升为家庭矛盾。

出于各种考虑，在北京打工的张元今
年春节没回皖北农村老家过年。 但为了看
望家中父母， 他特意在春节前回去了一
趟。

“回去一趟，一万多元没了。 ”张元举
起右手， 伸出一个手指头。 除了给父母
5000 元外，其他的钱全部随了人情。

4 个晚辈赶在春节前结婚， 每人随礼
2000 元；其他乡亲结婚宴请，每家一两百
元；有生孩子的、盖新房的、给老人祝寿的
等，看亲戚关系远近，每家一两百元。

同样为此苦恼的还有家住山东的王
平(化名)。

“从以前到现在， 这些人情礼金已经
从婚丧嫁娶、金榜题名等大喜事，演变到
幼儿满月、小孩升学、住址搬迁等琐碎杂
事。 我听同事说，有的农村贫困地区，夫妻
离婚、外出青年工作者异地买房等情况也
在请客收礼。 ”王平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
给父母一些钱用于人情礼金，今年已经给
了父母 8000 元。

不少受访者向记者吐槽，很多农村地
区的人情礼俗消费以赠送礼金为主要形
式，且金额标准逐渐攀升。 如今，农村地区
人情礼俗交往中赠送礼物的现象几乎消
失了，基本变成赠送礼金这种形式，而且
礼金标准也在不断增加，平均金额差不多
都要 200 元至 500 元左右，关系相对紧密
的亲友礼金标准要千元以上至 2000 元左
右，甚至更多。 ”张元告诉记者，很多时候，
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与礼金金额的多少
挂钩，并且普遍坚持“回礼金额”比“收礼
金额”多的原则，“好像就是以此来充分表
达对亲友的感激之情，导致礼金标准不断
提高”。

不仅如此，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的人际关系和交
往范围逐渐扩大，人情礼金的范围也在不
断扩大。

不少受访者普遍反映现在“随礼”的
次数相比以前增加了太多，有时一天要接
连参加多个礼事活动，分别随礼，而且很
多礼事是自己不情愿参加的，但考虑到今
后在人际交往中可能会受影响，只能无奈
参加。

“乡村要有人
情味，但是这些名目
繁多的人情礼金让农
民背上了沉重的人情
债。 ”韩俊在会上介绍。

既然日益攀升的人
情消费已经让农民不堪
重负， 那么这一现象为
何反而愈演愈烈？

全国农村区域发展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福建农
林大学农村区域发展系主任刘飞翔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称， 很多人把人情礼金当成一种“面子文化”，面
对人情往来时， 有些贫困户也会拿出很大金额的礼
金， 而贫困户本身就是在经济上接受国家的赞助支
持，“却又不得不用维持生活的钱去应对人情世故，
被传统的面子所困扰”。

王平曾请求父亲，有些宴请可选择不参加，但父
亲认为“不去不行”因为“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
头见。 再说，希望给你们后辈留个好人缘”。 王平父
亲这样的想法在农村很有代表性。

“很多时候，这种人情礼金往来是在表达对他人
的情感，增强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情感。
在农村，这一点更重要。 礼金的一来一回，能够更好
地塑造农村社会中融洽的社会关系网络。 ”王平说，
很多人更愿意把这项人情消费看作一种隐性“投
资”，期望收回的不仅是金钱，更有金钱背后的情感
和以此维持、拓展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带来的收益。人
情往来不仅能完成乡土社会对道德义务层面的要
求，维护自身的面子。 更重要的是，通过人情往来带
来纵横交错的社会资本。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会长
朱启臻对记者说，人情礼金本是我国传统文化，是人
际交往的有效渠道，但最近这些年随着观念的泛化，
它带来了很多问题。 第一， 加重了人们的负担；第
二，带坏了社会风气，有些地方礼金的名目很荒唐，
有的地区，人每满十岁就要举办生日等庆祝活动，宴
请宾客，“大家都这么做， 彻底影响了风气。 背离了
人情礼金的初衷， 完全变成一种相互敛财的途径”；
第三， 一些有权力的人利用人情礼金获取不正当利
益。

“在这种情况下，人情礼金已经不再具有进步的
文化意义了，反而变成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所以需
要整顿。 ”朱启臻说。

正因如此， 韩俊提出， 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
兴，乡村是不是振兴，要看乡风好不好。 加强和改
进乡村治理，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
费、婚丧大操大办和有悖家庭伦理、社会公德的做
法。

不过，刘飞翔也对记者分析，对于农村的人情
礼金问题不能简单、片面地去看，因为它已经是一
个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这种民风是几千年乡村文
化的演变。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尤其对乡村来
讲，更是一个熟人社会。 要看到人情的存在对过去
几千年乡村发展的意义，这是一种习惯的力量，传
统的力量，约定俗成的力量，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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