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迈对大操大办
“外嫁女聚会”说“不”

□记者 张野

本报讯 8月6日，澄迈县纪委县监委印发《关
于纠正大操大办“外嫁女聚会”不正之风倡导移风
易俗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纪律要求，切实
减轻群众负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通知》对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回村组织、参加“外嫁女聚会”事宜明
确“六个严禁”。

◆ 严禁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以任何方式邀请
管理和服务对象、下属单位干部职工参加“外嫁女
聚会”，收受管理或服务对象的礼金，借机敛财；

◆ 严禁动用公车、公物、公款等公共资源；
◆ 严禁以单位名义赠送礼金、礼品；
◆ 严禁在本单位或其他单位报销或变相报

销费用；
◆ 严禁影响正常公务活动、单位工作秩序和

社会正常秩序；
◆ 严禁搞有损社会公德的庸俗活动等。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利用多种形
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倡导勤俭节约，培育文明
新风，本单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以身作则、做好
表率，自觉抵制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等不正
之风，不组织、不参加铺张浪费的“外嫁女聚会”，
严格教育并管好家属，用好作风带出好家风。各
镇党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把正
确引导“外嫁女聚会”作为重要内容，摸索出一条
既保留地方文化特色、又倡导节俭新风的新举
措。加强对村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导村干部坚决
抵制大操大办“外嫁女聚会”的不正之风，不组织、
不参加铺张浪费的“外嫁女聚会”，自觉抵制大吃
大喝、乱贴乱挂、大肆燃放鞭炮等不良风气，以良
好作风促淳朴民风，营造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良
好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通知》强调，各镇纪委要充分发挥村监委的
雷达和前哨作用，紧盯“外嫁女聚会”期间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县纪委县监委将
集中开展明察暗访，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在组
织、参加“外嫁女聚会”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严
肃查处，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党委（党组）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责任。

欢迎社会各界举报违纪违规行为。举报电
话：0898-67626743，12388；举报网站：http：//
www.chengmai.gov.cn/jubao.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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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已经出嫁的女儿身穿盛装集体“登场”，返回曾经养育自己
的家乡看望年迈的老父母以及兄弟姐妹……这种近年来在浙闽、两广等
地乡村兴起的外嫁女集体返乡团聚活动，在我省部分乡村逐渐兴起。

“常回家看看”本是一桩美事，但随着外嫁女返乡团聚活动的发
展，本是传播孝爱的宗旨似乎渐渐变了味道——仪式大操大办、村与
村之间相互攀比让活动渐渐变得“流于形式”，并引发社会质疑。对
此，有专家表示，外嫁女集体返乡团聚活动不能流于形式，甚至形成攀
比，基层政府部门应该正面看待并加强引导。 记者 张野 文/图

8月5日，对于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后黎村来说是个
热闹非凡的日子，近300名外嫁女集体回娘家。两公里
外的进村路口，一个大拱门写着“热烈祝贺后黎村首届出
嫁女回娘家大团圆”。

上午9时，活动准时开始，数百米长的队伍从拱门出
发浩浩荡荡往村子走去。整个队伍由多个“方阵”组成，
排头是乐队鸣锣吹号，紧接着是由村里12名年轻未婚男
性带队，后面跟着12名肩挑担子的外嫁女，担子里放着
拜祖用的贡品，后面再跟着由20人组成的腰鼓队。腰鼓
队后面便是“大部队”——近300名外嫁女穿金戴银，或
提着灯笼或手撑油纸伞，身穿亮眼的旗袍和秀禾服“隆重

登场”。
一路走来，村民们夹道欢迎，更有村里的小伙子在旁

组织喊口号：我们回娘家啦……
据“后黎村首届出嫁女回娘家大团圆”的活动策划人李

先生介绍，整个活动是由几名外嫁女牵头组织的，一个月前
就开始策划了，“建了个微信群，将村子里的外嫁女都聚集
在一起，听说有这样的活动，大家都很支持。”李先生介绍。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的费用来源于外嫁女的捐款，
数额自愿。李先生介绍，整场活动收到捐款15万元左
右，其中最大的一笔是5888元，“现在已花费约十二三
万，剩下的钱会用于村庄建设。”李先生说。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我们一起回娘家
我省部分乡村兴起外嫁女集体返乡团聚潮

部分网友质疑活动脱离初衷：

不切实际大操大办

各村之间相互攀比

近300名外嫁女盛装打扮集体回村，声势浩大现
场>

李先生称，澄迈一些村子早在几年前就已举办过外
嫁女集体返乡团聚活动，由于当时活动内容比较简单，所
以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基本上是从去年起在琼北农村逐渐兴起。”周先生
是一名婚礼摄像，从6月份至今已参加不下30场外嫁女
集体返乡活动，主要负责活动现场的摄影摄像，地点多集
中在海口、澄迈、定安和屯昌等地。

周先生说，这些活动的名称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形式大

同小异，参与活动的主体都是村里嫁出去的外嫁女，大家以
“集体登场”的形式返乡看望年迈的父母。活动规模有大有
小，有个村子就曾组织了大约700人的外嫁女参加活动。

随着热潮的蔓延，活动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场面也越
发隆重，更具仪式感——红毯铺地，彩旗引路，外嫁女们着
统一服饰列队游村，有些村子还会请舞狮队、琼剧班子表
演，组织一些大家共同参与的小游戏。“有时候因为游村队
伍太长，村民们还会把村外部分路段给封了。”周先生说。

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有村子甚至为了游村封路热
潮>

近日，有网友在“天涯论坛”上发布了一篇名为《如
何看待最近兴起的出嫁女集体回娘家》的帖子，直接质疑
外嫁女集体返乡团聚活动到底是传承孝道还是“无聊脑
子一热的跟风攀比”。

该网友在帖子中表示，看了越来越多的这种活动，但
是本质上已经脱离了初衷，很多村子不切实际地大操大
办胡吃海喝，村与村之间相互攀比谁都不愿意落下风，

“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场攀比活动”，一场活动下来费用几
十万也给很多普通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有些地方的活

动甚至演变成了农村问题矛盾的焦点。
在帖子中也有不少网友对这一活动进行评论，“个人

觉得活动可以办的，回归亲情，不攀比，不铺张即可”、“反
对形式主义，铺张浪费”、“不提倡搞这活动，劳民伤财，孝
是自己的事”。

近日，也有媒体对这股热潮发表了评论，评论中表
示，“外嫁女集体返乡别变成了‘军备竞赛’，筹集活动经
费变成了对外嫁女们的‘道德绑架’，让核心的敬老似乎
成了陪衬，而向着‘排场要压过邻村’的方向跑偏”。

大操大办胡吃海喝，“已变成一场攀比活动”质
疑>

参加了多场外嫁女集体返乡团聚活动的周先生，对
于社会上质疑的声音也有所耳闻，“有些村庄看别人办自
己也办，但是又没抓到精髓，变成了流于形式的狂欢，这
样的话活动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周先生说，“我参加的活
动里，大部分都是不错的，在内容上用了很多心思，也确
实起到了传播良好家风、孝爱文化的目的，很多外嫁女会
带孩子一同回来，耳濡目染之下，孝道也得到了传承。”

海南大学图书馆管理学研究员钟哲辉博士认为，在

原始农业文化的背景下，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农村根深蒂
固，如今外嫁女能够成为“主角”，并得到如此隆重的待
遇，是对男女平等思想很好的推动。

钟哲辉认为，外嫁女集体返乡的活动本质是好的，但
不能“为了热闹而热闹”，让活动流于形式，甚至形成攀
比，基层政府部门应正面看待并加强引导，“在传播孝道
和男女平等的同时，可以以此为契机把活动与政策结合
起来，比如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等，共谋家乡发展。”

不应“为热闹而热闹”，应以活动为契机共谋家乡发展专
家>

有的人一次捐5888元活动费用，有的村为办活动封路

外嫁的女儿们浩浩荡荡回家省亲外嫁的女儿们浩浩荡荡回家省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