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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获得网友纷纷点赞，也契合了崇明区“温馨节俭、

婚事新办”的倡议。婚礼取消了，但祝福没有缺席。在创城期间，

崇明全区一盘棋，利用刀旗、文明走廊、健康一条街等海报广

告形式，开展“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宣传，营造移风易俗

的浓郁氛围。

目前，崇明区共累计宣传 21000 多场，参与群众全区全覆盖，

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 40 多万份。宣传到位后，又依托党建微网

格、庭院学堂、睦邻点等，直面群众做工作。比如，签订《文

明婚丧约定书》，承诺移风易俗操办婚丧喜事，深化群众自我

教育机制；成立乡贤理事会、村民小组理事会，完善红白理事会、

道德评议会等，全程跟踪服务，遏制讲排场、比阔气的陋习。

慢慢地，大操大办的排场少了，自觉简办的文明新风在崇

明乡镇流行起来。

移风易俗这么难的事都做成了，无形中影响着更多村民的

文明自觉行为。而他们认同的抓手，来自于崇明构建覆盖全区

的“社区修身睦邻点”网络，在这张网络里，每个点位的“管家”，

有效引导村民崇德明礼，倡导文明新风，打通宣传文化工作联

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来竖新镇仙桥村时，正午的太阳很大，记者远远就看见一

排白色的两层小楼，院子很开阔，右手边有位白发阿姨，正拿

着水壶对着花园浇花。竖新镇仙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主任管

仕忠告诉《新民周刊》，这里不仅是一栋民居，最里面还有一

间用车库改造的“睦邻点”。

2014 年 5 月，竖新镇首次尝试在时桥村的村民家中建立“睦

邻点”，以村民自愿提供闲置房屋为基础，简单布置后，作为

睦邻点的活动站，也是村民自治的“学习站”。

一方面，通过开展道德讲堂宣传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培育优良家训家风；另一方面，通过睦邻点加强排摸，

精准供需对接，构建好关爱他人、社会与自然的社会网络体系。

71 岁的浇花阿姨黄玲娟，是仙桥镇党群第二网格睦邻点的

“管家”。退休前，她是新光中学的政治老师，2015、2016 连

续两届被评为上海市民文化节的百名市民手工艺达人。睦邻点

成立后，她和村民们一起缝制土布包，绣起手工鞋，日子过得

很充实。

其中一位村民说：“以前会搓搓麻将，现在做手工代替了

麻将，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特别有意思，有时手工艺品还会向

游客出售，售价四五十元。”经过 7 年的发展培育，竖新镇 23

个村居已建成睦邻点 184 个，覆盖了全镇将近一半的村民小组。

在睦邻的氛围下，村民们有了获得感和满足感，文明素养

无形中就培养起来了。

崇明农民集中居住今昔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