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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德澧县、岳阳汨罗看湖南婚俗改革

6 年变“俗”：为爱“减负”，为家“加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周雅婷

如今，正是春和景明、万物复苏的美好时节，婚庆喜事纷至沓来。而近年来，高
价彩礼问题每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 5 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次点名“高价彩礼”，从中央到地方，积极推动婚俗
改革实验区建设，“低彩礼”“零彩礼”悄然成风，群众在婚嫁中的支出负担明显减轻，
摒弃婚嫁陋俗正成为更多人的共识与行动。

近年来，全国妇联带领各级妇联组织把推进移风易俗作为参与基层治理、促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与民政等部门共同发出移风易俗倡议，引导广大家庭摒弃陈规
陋习。2022 年，全国妇联公布移风易俗工作试点 ,64 个县 ( 市、区 ) 被确认为全国妇
联移风易俗工作试点 , 其中我省澧县、汨罗市在列。作为仅有的两个“试点区”，它们
有哪些好经验值得分享？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湖南 6 年变“俗”。

澧县       这里是全国首批、全省唯一婚俗改革试验区

男不说“娶”,
女不言“嫁”，平等协商

 “婚姻需要两个人用心去

经营，需要双方换位思考、互相

包容。”“夫妻关系要放在第一

位，只有小家庭幸福了，大家庭

才幸福”……在一堂婚前辅导

课上，新人林芝欣（化名）认真

聆听着婚姻辅导员刘凤彩的讲

述，眼眶突然湿润了。

林芝欣今年 37岁，本科毕

业后在外面闯荡多年后回澧县

开服装店。她和妹妹林晓，都

是婚事俭办实践者：在澧县领

证只请几桌近亲吃饭，同时不要

男方的彩礼。

说起与丈夫从相识到相知，

热情开朗的林芝欣显得有些害

羞。“我丈夫是黑龙江人，当时

来长沙玩，热心的闺蜜就拉着

我去认识他，相处了一段时间，

觉得他人上进、可靠就同意了。”

林芝欣说，她没有想到丈夫能

接纳这段姐弟恋，还放弃了在

天津的工作到澧县发展。

2022 年两人定亲时，林芝

欣的父母就作出决定——女儿

结婚不要彩礼。“我们选女婿，

首先考虑的是男孩的人品，经济

条件是最后考虑的。”林芝欣父

亲说，他们结婚是男不说“娶”，

女不言“嫁”，双方在平等协商

的状态下共同承担婚育责任。

“两个人相处，不是用钱来

衡量的。”林芝欣说，“我在经

济上一直比较独立，觉得谈彩

礼就是去给自己定一个价，不喜

欢。”

2 月初，林芝欣和男友商议

结婚事宜，听闻澧县民政局在

“2.14”要举办集体颁证仪式，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了名。领证

前两日，他们携手来到该县民政

局婚姻登记处，在仪式之前聆

听了一堂婚前辅导课。

澧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

左娟介绍，将婚前辅导纳入领

证环节，是为了帮助当事人做好

进入婚姻状态的准备，分享家

庭文化、家庭责任、沟通技巧等

内容，让年轻人更从容地走进

婚姻，从源头上减少婚姻家庭

纠纷的产生，“2021年至今，共

有 3800 多对新人享受到此项服

务”。

林芝欣说，小时候自己跟着

父母参加了过一些婚礼，那时

候结婚的场景很热闹，年轻人

接亲都是用自行车。“结婚当天，

新娘接回来之后，要在离新郎

家大约一里路的地方下车步行，

每走三步停一停，每个停下来

的空当，新郎都要向新娘行礼，

以表达男方对女方的尊重与敬

爱。”

但从 2000 年左右开始，受

周边大环境的影响，人们对热

闹婚礼的追求渐渐走了样，变

了味。强迫新郎脱掉上衣，围

着电杆跳钢管舞；婚礼大操大

办、讲排场……

对此，2017 年，澧县开始

在全县范围内推进婚姻领域的

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专家宣讲、党员带头等方

式“全线出手”，对低俗婚闹、

天价彩礼、嫁妆攀比、人情风

等进行整治。

今年 34 岁的妹妹林晓，就

是在整治后最早领结婚证的新

人。

“我们结婚时没有要彩礼，

双方父母还在婚前各出一半一

起买房，装修上他们也是一起

出钱，还置办了很多家具。”在

房产证上，丈夫只写了她一个

人的名字，“那一刻我很感动。”

 

100% 将婚俗改革内容纳
入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

除了开设婚前辅导、婚后

矛盾调解外，澧县还成立了婚

俗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推

进澧县婚俗改革中的具体工作，

“通过五年多的努力，澧县的移

风易俗工作有了明显效果，婚

礼喜宴的铺张浪费现象得到有

效遏制，年轻人结婚不要彩礼

的情况越来越多。”澧县民政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赵里说。

赵里介绍，目前，全县 291

个村（社区）100% 成立红白理

事会，100% 将婚俗改革内容纳

入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各镇

（街道）由妇联、团委牵头，组

建适龄未婚青年交友群，去年

共为 120 名未婚青年牵线搭桥，

其中 16 对青年男女牵手成功。

自 2017 年起，与澧县移风

易俗的进程同步，各村（社区）

开始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将喜事

新办、俭办纳入其中，组织村

（居）民开展婚俗改革实践。

“澧南镇 14 个村（社区）已

100% 成立红白理事会，已将婚

俗改革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和居

民公约。”湖南省 2021 年定向

选调生、澧县澧南镇妇联专干

严欣表示。

栗木村妇联主席雷芳告诉

记者，澧木村要求村民签订严

禁违规赈酒承诺书：做到喜事

新办、丧事简办，不操办生儿

育女、升学参军等非婚非丧事

宜；操办婚丧赈酒不接待亲戚

以外的人员吃酒，婚宴酒席男

女双方合办不超过 30 桌，合计

不超过 300 人，倡导酒席标准 6

荤 6 素。

澧阳街道水德庙社区党总

支书记范连松介绍，社区制定

了社区居民公约，倡导“男女

平等，家务共担；移风易俗，

喜事新办；反对铺张，崇尚节

俭”，引导居民抵制高价彩礼，

受到了居民群众的好评。

 

村妇联主席帮助村民
减十万彩礼

 澧澹街道邓家滩村村民刘

涛（化名）今年 38 岁，在外地

打工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但到了

谈婚论嫁的阶段，彩礼成为了他

们婚姻的一道拦路虎。

“女方是湖北的，在准备结

婚时，提出了20万的彩礼要求，

而刘涛家庭困难，母亲又得了癌

症，筹钱困难很大。”2014 年，

在一次走访摸排中，村妇联主席

赵军玲了解到情况后，便上门做

女方工作，“我跟女方耐心做思

想工作，但女方以‘是父母的要

求’为理由坚持不能少。”

赵军玲并不气馁，很快又第

二次上门劝说，“我跟她摆事实、

讲道理，讲了要高价彩礼后的

对婚姻的不良影响，最后做通了

工作，女方愿意只收十万彩礼”。

“早在 2014 年，我们村结婚

大部分都不要彩礼。”赵军玲说，

邓家滩村妇联通过网格微信群、

屋场会、走家串户的形式深入妇

女群众中宣传婚俗新风，大力

倡导喜事小办、鼓励丧事简办、

养成节俭消费习惯，树起了新时

代乡风文明的风向标，“去年一

年，我们有近 30 对新人步入婚

姻殿堂。”

在移风易俗方面，赵军玲一

家是全村人的榜样。女儿覃幸

子今年 29 岁，结婚时赵军玲没

有收彩礼，还倒贴了两万给女

婿；父亲 2022 年去世，没有组

织追悼会，简办丧事，她说 ：“作

为村妇联主席，必须以身作则。”

 

将婚姻辅导植入离婚流程
“ 澧 县 是 2022 年 全 国 首

批、全省唯一婚俗改革试验区，

2023 年，县妇联被全国妇联确

定为移风易俗工作试点县。通

过一年多的广泛宣传动员，群

众的移风易俗已经逐步从被动

转向为主动。”县妇联主席黄杰

告诉记者，澧县妇联与县纪监

委共同开展“家庭助廉 · 团团

圆圆”主题活动，参会的 190

名副科级以上单位一把手配偶

现场递交了《澧县领导干部家

庭移风易俗承诺书》；深入挖掘

移风易俗先进典型，开展最美

家庭评选活动，并通过荆河小

戏、专题视频等精彩纷呈的形

式宣传移风易俗工作；将婚姻

辅导植入离婚流程，帮助当事

人树立面对婚姻的积极心态，

2022 年共接待离婚调解 1489

对，成功劝和 988 对，调和率

66%。

“移风易俗工作是我们今年

妇女议事会讨论议事的主要内

容，成为了我们提升妇女群众

幸福指数的重要抓手。”黄杰表

示，下一步，澧县妇联将全力

推动成立基层妇女议事会和巾

帼志愿服务团队，开展“千名

执委共管家”和寻找“最佳执委”

活动，打造一批移风易俗示范

村（社区），引导广大家庭投身

移风易俗火热实践，推动形成

社会文明新风尚。

县级移风易俗最美家庭——澧
县赵军玲家庭。

2 月 14 日，澧县举办集体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