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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健康的家庭生活，可以

滋养身心，激励领导干部专心致志工作。反过来，领导干

部的思想境界和一言一行，又直接影响着家庭其他成员，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己的家风家貌。群众看领导干部，

往往要看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往往从这里来判

断领导干部是否廉洁奉公，进而从这里来看党风廉政建设

的成效。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家庭，国内外关注度很高，甚

至有人专门收集这方面情报，时不时来一点“爆料”。同

时，官做大了，近的远的亲戚都可能找上门来。能不能过

好亲情关特别是家属子女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现实的

考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些搞

违纪违法的人，本想着福星高照，结果家破人亡。

《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

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

习近平家语

欲刹彩礼风 关键靠家风

走进湖北恩施尹家大院，沉浸式感受家风家训蕴含的精神力量——

清风代代相传 润泽乡风民风

■ 新华社记者 高蕾 王明玉

当前，全国每年平均办理
结（离）和补领婚姻登记证约
1800 万对。然而，随着人户
分离现象愈加普遍，婚姻登记
必须在一方户籍地办理的规
定，多年来让不少外出工作、
生活、学习的人深感不便。

根据国务院授权，北京、
天津等21个省（区、市）实施
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
记“跨省通办”试点。试点实
施后，可以去哪里领证，领证
前应该做哪些准备？民政部
5月 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
应热点问题。

热点一：试点地区婚
姻登记机关何时受理“跨
省通办”事项？

记者了解到，2021年6月
1日起，民政部在辽宁、山东、
广东等地开展了婚姻登记“跨
省通办”试点。在前期试点基
础上，按照国务院授权，北京、
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
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
西、海南、重庆、四川、陕西、宁
夏21个省（区、市），实施内地
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
省通办”试点。试点地区婚姻
登记机关统一自2023年 6月
1日起受理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事项。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
王金华在发布会上介绍，扩大
试点后的21个省份将覆盖我
国总人口的78.5%，能够基本
满足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
的需求。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二级
巡视员杨宗涛表示，要实现全
国范围内通办，必须满足两个
基本条件：一是《婚姻登记条
例》相关条款要进行修订，二
是要有婚姻登记数据、工作制
度和流程、人员力量配置等基
础支撑。现在这两个条件尚
未完全成熟。“婚姻登记实现
全国范围通办是我们的工作
目标，待条件成熟后，我部将
及时推动此项工作。”杨宗涛
说。

热点二：婚姻登记“跨
省通办”为何限定在一方
当事人经常居住地？

杨宗涛在发布会上介绍，
在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地区，相关规定调整为内地居
民结婚或自愿离婚的，男女双
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
住户口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
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
登记。

例如，男方的户籍在甘
肃、女方的户籍在湖南，他们中的一方或双方长期在
北京工作生活。按照现行《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
他们只能回甘肃或湖南进行婚姻登记。但按照试点
要求，他们既可以选择回甘肃或湖南进行婚姻登记，
也可以选择在北京市进行婚姻登记。

为什么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限定在一方当事
人经常居住地？王金华表示，开展婚姻登记服务是
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也是一项高频政务事项，既
要解决长期在外工作、学习、生活的群众回户籍地办
理婚姻登记不便以及增加支出费用的问题，同时也
要考虑各地婚姻登记资源配置和承载能力，确保各
地婚姻登记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热点三：选择一方经常居住地办理婚姻登
记应出具什么证件，提前做哪些准备？

王金华介绍，在试点地区，当事人选择在一方经
常居住地申请办理婚姻登记的，不但要出具双方当
事人户口簿和身份证，还应当出具一方当事人经常
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试点地区允许一方或双方
户籍是本省（区、市）的，可以在本省（区、市）任意一
个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无须提供居住证。

“为提高‘跨省通办’的效率，避免人员聚集，避
免当事人来回奔波，建议当事人按照试点地区的要
求提前在网上预约；办理婚姻登记时，如实填写本人
身份信息和婚姻状况，以免因信息不实无法办理。”
杨宗涛说。

热点四：如何在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中避
免重婚、骗婚现象？

王金华表示，民政部门将提升婚姻登记信息管
理系统全国联网的稳定性和信息的完备性，强化婚
姻登记全国联网审查功能，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
信息共享，及时对当事人身份信息和婚姻状况信息
进行联网核验。此外，民政部要求各级婚姻登记机
关配置智能化个人信息比对设备，提高婚姻当事人
个人信息比对的准确性；加强婚姻登记机关管理和
工作人员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和甄别能
力；对涉嫌违法犯罪的，民政部门将配合有关部门进
行查处。

“民政部门还将探索建立婚姻领域个人信用制
度，婚姻当事人签署个人婚姻状况承诺书，承诺不实
将纳入个人信用惩戒范围。”王金华说。

■ 薛元箓

如何刹住农村地区婚嫁高价彩礼风，近
年来各地多有动作。以江西省为例，省民政
厅等14部门早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
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施的通知》，提
出以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约 3
倍值，来确定彩礼限额标准，超过即为高价彩
礼。日前，九江市彭泽县政府发布信息，指导
辖区内行政村，“在县级限额标准内经村民大
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定本村彩礼限额标
准，写入村规民约并张榜公布，并报乡镇党
委、政府审核备案后实施，限额标准实施后不
得调增”。

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数值来界定高

价彩礼的概念，无疑是刹住高价彩礼风的必要
手段。明确的数额规定，有助于人们对高价彩
礼的认知数字化、具体化、清晰化。同时也有
必要意识到，量化指标仅仅是完善行政管理的
一部分，它尚需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比如，
如何核验婚嫁中具体的彩礼数额，以及如何处
理具体的高价彩礼个案，都需要更具操作性的
细节考量。

婚嫁彩礼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其核心，是将婚嫁行为经济化。高价彩礼不但
强化了这一属性，甚至颠倒了婚嫁与经济的原
始关系，使经济属性严重违背了婚嫁行为的本
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价彩礼风，显然是婚
嫁行为的“拦路虎”，属于典型的文化陋习。对
此，已形成了社会共识。

文化的事文化办。彻底扭转甚至刹住高
价彩礼风，显然需要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制
度设计。其中，建立健康、良好、与时俱进的
家风，是从最基层濡染、改良彩礼文化的重要
一步。甚至可以认定，在高价彩礼盛行的地
区，家风建设的重点，就是如何抵御它对家庭
和婚姻的侵蚀。

显然，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时代观念的年
轻人，理应成为这场家风建设中的主力。他们
不但是革旧立新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受高价彩
礼文化冲击的当事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抵制
高价彩礼能否最终取得成效。其次，父母辈的
观念更新，是这场家风建设中另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作为彩礼文化的沿袭和助力，他们的
观念变革，也是刹住高价彩礼风的决定性因

素。
显然，高价彩礼陋习，像其他传统陋习一

样，秉承着代际支撑的惯例。所以，阻断其代
际传承的脉络，不但是遏制高价彩礼风的核
心，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观念更迭的具体表
现。而这，尤其符合家风建设的范畴和属
性。值得注意的是，遏制高价彩礼风，已经被
普遍写入村规民约并张榜公布。此举意味
着，在公序良俗层面，高价彩礼不但面临着公
共道德的强大压力，而且为家风建设提供了
有力的舆论支持。对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婚俗
观念变革，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有理由相
信，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辅以更多的社会群
团组织的加入，形成更强大的“抱团”效应，整
治陋习，刹住高价彩礼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
养，瞬有存。”这是湖北省恩施市龙凤镇杉木
坝村尹家大院中所记载的尹氏家族“六有堂”
祖训。“言有教，动有法”，即一言一动都必须
含有教育意义，行动应有规矩。“昼有为，宵有
得”，谓之每日应当身体力行，晚上应静思自
己的成果。“息有养，瞬有存”，则强调休息时
必须保养身体与气质，在瞬息之间心不外驰，
免受不良影响。

“六有”浓缩了尹家为人处世、言谈举止
的规矩和要求，与尹家的其他族训一道，陪伴
这个大家族走过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兴衰
荣辱，不仅成为尹氏后人代代相传的家风家
训，也给杉木坝村，乃至整个恩施地区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书香门第 耕读传家

尹家大院坐落于恩施市城北约二十公里
的杉木坝村老街中段，这里曾是川鄂古盐道
的必经之地，常年商贾熙攘，车水马龙，如今
虽然不复往日的兴盛，但从被岁月打磨光滑
的石板路上，仍可窥见质朴厚重的古道遗风。

尹家大院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公元
1725年，尹氏先祖从湖广监利迁到杉木坝。
清乾隆年间，尹宏秀开办学堂，从此，求学和
办学成了尹氏世代族人的追求，尹家成为书
香门第，人才辈出。尹家大院虽历经沧桑，至
今仍被完好地保存于杉木坝老街，成为武陵
山区为数不多的完整名人故居。

尹家大院依山而建，逐级抬升，高堂阁
楼，夹壁悬廊，古朴气派。站在大院正门口，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尹府”牌匾和一副镌有

“读书耕田两件事，忠臣孝子一等人”字样的
门联。耕读传家，崇尚忠孝，这副门联所传递
的，正是尹氏家族延续了百年的价值观。

步入大院的第二进，堂屋的门楣上方，一
块“父子进士第”的匾额道出了尹氏家族最荣
耀的一段历史——尹克墨、尹家楣父子二人
相继在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这也是当时恩
施地区读书人的最高成就。

尹克墨生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卒于
民国四年（1915年），受益于家学深厚之影
响，16岁取秀才，34岁中举，37岁成进士。
清同治四年（1865年），尹克墨中殿试二甲六
十三名进士，此后先后任江西、四川等地刑司
主事、直隶州知州、资政大夫、荣禄大夫，成为
与饶应祺、樊增祥齐名的“晚清恩施三大文化
名人”。

尹家楣自幼博闻强记，聪颖好学，31岁
中举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年40
岁的尹家楣中殿试三甲十四名进士，后入朝
任翰林院编修，曾任工部主事、邮传部主事、
直隶州知州、直隶候补道台，后加二品顶戴，
诰封资政大夫、荣禄大夫。

“尹家楣与父被人们称为‘一门双进士，
父子两翰林’，在当地传为佳话。此外，杉木
坝还出了13名贡生，70名秀才。”尹家后人刘
国成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正因如此，

当地成为远近闻名的“顶子之乡”。
从尹家大院的第二进再往里走，正房大

堂中悬挂着一块披红挂彩的“大夫第”牌匾，
“大夫第”指古代士大夫的门第，悬挂此匾在
当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楼梯下方则挂了一
口宝剑，意为“利剑高悬”，警示后人须谦虚谨
慎、明辨是非。

尹府的偏厅目前被改为了尹氏家风集中
展示区，除“六有堂祖训”外，尚有若干尹氏家
规家训，多针对当年的社会不良风气，对教育
子弟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如《家戒六则》明
确：应戒赌博、戒酗酒、戒好色、戒吃烟、戒吝
刻、戒贪谋。而这些家训家规的世代相传，对
于尹家树立求学上进、明辨是非、勤耕苦读的
优良家风至关重要。尹克墨、尹家楣父子为
官时以清正廉洁而闻名，其后人中亦人才辈
出，更有报国成仁的英烈，可见尹氏家风影响
之深。

门风清正 英杰辈出

在尹家大院内的一块牌匾上，记载了尹
克墨昔年为官时大兴水利，深得百姓爱戴的
功绩。

尹克墨早年在刑部任职时，颇重法治，遇
案执法严明，折狱公允，百姓皆称其廉，为其
建生祠祭祀。因其功德，其祖父尹其琛、父尹
炳昌被朝廷诰封资政大夫，祖母刘氏、母胡
氏、继母王氏被诰封夫人。

尹克墨出任四川眉州知州期间，除修水
利、重农耕、开良田外，还主修了眉州的蟆颐

堰和通济堰。对此，《眉州县治》和《眉州水利
志》均有记载。当地为他专修了墨翁“遗爱
祠”，并立“尹公德政碑”。“遗爱祠”后毁于战
火，“尹公德政碑”仍完整保存在眉州的三苏
祠内，为国家一级文物。

1902年，尹克墨卸职回乡，仍老骥伏枥，
捐资修建由龙凤坝到杉木坝30余里的石板
大道，并修建三龙坝、俞家河两处石桥，至今
被人传颂。

尹家楣为官期间，慈禧太后为庆祝六十
寿诞，要挪用海军军费建设颐和园，群臣反
对，慈禧太后放出狠话：“谁让我今天不高兴，
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但尹家楣依然直言
进谏，最终被赐死。

尹家楣之子尹扶一系晚清秀才，后留学
日本。1916年任北洋陆军大学教育长、校长
（该校与黄埔军校合并）。1923年被授予中
华民国北京政府陆军少将军衔，同月任国民
政府军政部参事，1936年被授予中华民国革
命军中将军衔。日本侵占北平后，尹扶一拒
绝日伪政府“任职聘请”，自杀殉国、以死明
志。

尹家楣之孙尹以琦1939年 3月在安徽
灵璧西北娄庄（台儿庄）战役中与日军作战时
英勇就义，为国捐躯，享年33岁。

在尹氏杰出后人中，亦不乏巾帼英雄。
尹荷清，又名王莲，尹家楣之女，自幼能诗文，
通经史。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赴日本
留学，入东京女子工艺学校，习绘画，为清末
湖北第一位女子留日学生。光绪三十年
（1904年）随夫回国，积极参加辛亥革命。

家风传世 润泽一方

刘国成介绍，现在尹氏家族在
世界各地约有两三千后人，其中恩
施本地有一千多人。每年各地后
人回老家相聚，吃饭之前都要先讲
家族的规矩，春节或清明祭祖时，
后辈也要接受长辈的传统教育。

在尹家大院，同样张贴着尹氏
家族的新族规，其中既有“尊宗敬
祖，忠国爱家”“孝敬父母，兄友弟
恭”“修身齐家，树立志向”“礼义廉
耻，孝悌忠信”，也有“诚信做人，遵
纪守法”“敬岗爱业，廉洁奉公”“明
事知礼，尊老爱幼”“崇尚节约，勤
俭持家”，既传承了祖辈风范，也涵
盖了新时代的道德行为准则。

“牢记祖训，弘扬祖德。大部
分尹氏后人无论做事做人，都不给
祖上丢人。”刘国成说。

尹家传承数百年的优良家风，
犹如一棵参天大树福荫尹氏后人，
也深刻影响着今天的杉木坝，乃至
整个恩施城。

如今的杉木坝，已经是湖北省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走进杉木
坝，漂亮的农舍以及漫山遍野的桃
园、李树林、葡萄园，无不诉说着杉
木坝人的幸福生活。

今天的杉木坝也是当地“清廉村居”创建
示范点，富裕起来的村民依然谨记先贤的教
诲，重视“顶子之乡”的荣誉，不忘对道德境界
的追求。

“‘尹家大院’是我们结合乡村振兴和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着力打造的家风家教示范
点之一。”龙凤坝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通
过“有形”的示范点建设，提炼内涵、挖掘深
度，讲好“有神”的本土家风故事，有效维护了
淳朴民风，带动了文明乡风。

为带动村民“崇礼向善”，杉木坝村推行
了村民积分制管理，设立了村民积分“赏善除
陋榜”，建立了村民“诚信档案”。村民当中涌
现出不少模范人物，有以孝善之心扛起家庭
重担，10多年如一日照料下肢瘫痪小叔子和
智力残疾小姑子的孝老爱亲榜样裴连玉，也
有自力更生打造生态宜居宜业“家庭农庄”示
范基地、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乡贤能人方
荣。她们身体力行诠释着尹氏家风在杉木坝
的传承。

近年来，尹家大院成了恩施市清廉家风
教育实践基地，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和游客
慕名而来，沉浸式领略尹氏家族传承数十代
族人的好学上进与忠孝清廉。

“每次参观都是一次对心灵的熏陶。”恩
施市一位基层干部在多次参观尹家大院后表
示，尹氏家风家训历久弥新，从中可以汲取到
许多向上的正能量，身为党员干部，不仅自己
要做到恪尽职守、廉洁修身，更要带头做好

“家”文章，筑牢“廉”防线，带动身边更多家庭
建设良好家风、弘扬新风正气。

寻访百年家风百年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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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家大院清廉家风教育实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