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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共湖州市委宣传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共湖州市委宣传部、湖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湖州深蓝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湖州市仁与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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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村宴文明促进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新风村宴文明的总则，提供了机制、组织及人员、宴席场地、宴前准备、宴席文明、

宴后管理、宣传与激励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对新风村宴文明促进的工作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33/T 2346—2021 农村家宴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规范

DB3305/T 240—2022 农村家宴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新风村宴

农村家庭、其他组织或团体为红白事、传统节庆等活动举办的，具有新时代文明风尚特征的集体宴

席。

4 总则

4.1 因地制宜

结合当地经济水平、风俗习惯，开展现状调查和问题分析，制定适合当地的新风村宴文明促进方案。

4.2 长效管理

建立新风村宴移风易俗的长效机制，纳入村居精神文明创建管理体系，推动形成“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喜事少办、文明节俭”的新风尚。

4.3 部门联动

建立移风易俗行政职能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如文明办、婚姻登记机关、殡仪服务机构等共同策划开

展移风易俗工作。

4.4 多元参与

发挥政府、企业、学校、协会、社会组织、家庭等多方力量，开展移风易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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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制

5.1 建立新风村宴文明倡导机制。宜通过公开征集意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形成移风易俗共识，

纳入村规民约。宜包括：

——倡导合理的礼金上限、宴席餐标上限、宴席桌数上限、宴席持续天数等。

——倡导生日祝寿、升学谢师、参军就业、乔迁新居、开业庆典等喜事不办或少办宴席。

——倡导除嫁娶以外的喜事以祝贺代替宴席，礼金来往互免。

——倡导丧事简化仪式、减少规模、厚养薄葬。

5.2 建立新风村宴激励机制。对于文明节俭的办宴活动进行优先推荐评优、赠送文明实践积分等正激

励。对铺张浪费、不文明的办宴活动进行取消评优评先资格、办宴场地费上浮等负激励。

5.3 建立新风村宴文明监督机制。宜包括：

——接受社会监督，设立和公开移风易俗相关监督渠道，如监督电话、监督邮箱等。

——村级设立新风村宴公示栏，及时公布新风村宴报备信息、宴席规模、宴席餐厨垃圾重量等内容，

接受村民监督。

——移风易俗理事会（见 6.1）协同乡镇相关部门，定期对新风村宴的厨师健康、食材采购、场地

卫生、用电用水、设施安全等情况进行督查。

——新风村宴监督队伍（见 6.5）对办宴过程进行移风易俗监督，作好检查记录。

——重点监督党员、公职人员等在移风易俗方面的情况。

6 组织及人员

6.1 移风易俗理事会

6.1.1 宜在村级成立移风易俗理事会，由村党委书记担任会长，村两委担任主要成员，老党员、退休

干部、生产队长、妇女队长、村民组长等担任会员。

6.1.2 移风易俗理事会宜联合村委、学校、社会组织等，发挥党员、志愿者等力量，引导礼仪公司、

殡葬服务单位、餐饮提供方等共同开展移风易俗。

6.1.3 移风易俗理事会的主要工作包括：

——制定所在区域的移风易俗促进工作计划；

——定期召开移风易俗工作例会；

——对移风易俗监督队伍进行监督指导；

——定期开展移风易俗相关的培训。

6.1.4 移风易俗培训对象主要为相关工作人员、村民自治组织、志愿者等，培训形式可采用专题讲座、

参观学习、座谈交流、短期培训、知识竞赛等。

6.2 乡厨人员

6.2.1 吸纳具有健康资质、专业技能和良好口碑的乡村厨师加入“新风村宴乡厨联盟”。

6.2.2 宜建立办宴评价反馈机制，消费者对乡村厨师进行口碑评价。

6.3 司仪人员

6.3.1 引进婚丧司仪团队加入“新风村宴司仪联盟”，承诺移风易俗，供办宴人选择。

6.3.2 宜鼓励具有婚丧活动主持经验的村民加入“新风村宴司仪联盟”，组织对其进行专业流程、移

风易俗理念等方面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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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宜建立评价反馈机制，消费者对司仪进行口碑评价。

6.4 志愿者

6.4.1 以自然村或网格为单位组建“新风村宴互助联盟”，发动村民志愿者参与新风村宴宣传、布置、

接待、清理等服务工作。

6.4.2 宜组织对新风村宴志愿者进行各类型活动流程、移风易俗理念、志愿服务理念等方面的培训。

6.4.3 宜成立新风村宴咨询顾问团，对新式婚礼、新式丧礼等进行策划建议，引导新风尚。

6.4.4 宜成立移风易俗志愿宣传队，进行常态化的移风易俗理念宣传。对农村地区人情攀比、高额彩

礼、铺张浪费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

6.5 监督队伍

6.5.1 宜选择愿意带头示范且有一定群众威望的村民组建村民自治的新风村宴监督队伍。

6.5.2 新风村宴监督队伍的主要工作包括：

——监督办宴人是否践行文明节俭办宴；

——监督办宴过程中是否有低俗表演、婚闹、封建迷信等不文明情况；

——监督办宴过程中“公筷公勺”“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情况。

7 宴席场地

7.1 宜利用已有的农村家宴中心按 DB33/T 2346—2021 规定举办新风村宴。未建设农村家宴中心的，

可利用文化礼堂开展。自行搭棚办宴的，需注意安全、噪音、环境卫生等，不影响周边居民和交通出行。

7.2 农村家宴中心、文化礼堂可对承接新风村宴的场次作出规定，对超过规定桌数、非必要喜事进行

承接限制或上浮价格承接。

7.3 在农村家宴中心、文化礼堂内外打造景观小品、雕塑等，向群众展示移风易俗相关内容。

7.4 在农村家宴中心、文化礼堂的入口、就餐区域等醒目位置，通过电子屏、海报、横幅等形式，设

置移风易俗、反对浪费等提示信息。

7.5 预防与应急管理应符合 DB33/T 2346—2021 中 5.7 条款的规定。

8 宴前准备

8.1 菜单

8.1.1 新风村宴宜推行宴席套餐模式，倡导“安全第一、品质保证、数量适宜、不作攀比”。根据办

宴人的需求和预算，确定办宴规模，合理选择“新风菜单”套餐。

8.1.2 宜指导乡厨按宴席主题、价格档次、地域等设计各类套餐和标准化菜品，注明适宜就餐人数。

8.1.3 菜单设计时不宜选择野生、新奇、稀缺等成本高昂食材，主题套餐定价要考虑合理性和群众接

受度。

8.2 报备

8.2.1 宜推广数字化方式进行新风村宴线上报备等，如“浙里办”宴席报备模块。宜建设新风村宴一

站式服务平台，按 DB3305/T 240—2022 进行乡厨预约、场地预订、菜单选择、评价反馈等活动。

8.2.2 办宴人有办宴计划时，需提前向村民委员会进行报备。办宴报备时需填写报备表，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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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村民委员会会同移风易俗理事会，对办宴人在宴前提出移风易俗建议，进行相关政策宣传。移

风易俗办宴倡议包含办宴名目限制、办宴天数限制、办宴桌数限制、餐标限制等建议。

8.2.4 办宴人签订文明办宴承诺书，见附录 B，办宴人支付文明办宴保证金。

8.2.5 办宴人对接匹配乡厨、司仪等，签订协议。乡厨签订文明办宴承诺书，见附录 C。

8.2.6 新风村宴咨询顾问团了解办宴人需求，建议策划方案，进行文明办宴指导。

8.2.7 办宴人宜选择对办宴活动有丰富经验者作为办宴主理人，委托其对办宴全过程进行策划和现场

管理。办宴主理人制定文明办宴策划方案包含宴席流程策划、宴席礼仪设计、宴席礼品设计、宴席菜品

建议、宴请宾客规划、宾客座位安排、志愿服务管理、办宴费用控制等。

9 宴席文明

9.1 宜设置“文明就餐”“公筷公勺”“光盘行动”“欢迎打包”“垃圾分类”等宣传牌。

9.2 宜设置专用打包区域，提供可降解打包餐盒。主动提供公筷公勺、剩余菜品打包等服务。

9.3 农村家宴中心、文化礼堂可在新风村宴开始前播放所在地区的宣传片作为暖场，向到场宾客展示

村风、村史。

9.4 针对不同种类的新风村宴，移风易俗理事会可定制相关主题的祝福语及互动环节物料，委托现场

司仪或嘉宾作幸福寄语。在宴席活动仪式中向办宴人赠送主题书法作品、文化礼品等。

9.5 引导办宴人在新风村宴活动流程中增加文化礼仪环节,如邀请乡贤证婚、邀请金婚夫妇祝福新人、

致悼词、立家规、成人礼、敬老礼等。

9.6 宜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新风村宴的互动环节，如猜字谜、点朱砂等，邀请现场宾客上台参与。

9.7 倡导办宴礼包从轻从俭，倡导使用“村礼”、文创产品、当地特产等回礼。

10 宴后管理

10.1 新风村宴监督队伍对宴后场地卫生情况、餐厨垃圾总量等进行检查。根据文明办宴评定结果落实

正负激励措施，退还文明办宴保证金。

10.2 移风易俗理事会开展新风村宴文明评价，根据现场情况、服务对象评价等内容，综合形成评价记

录。

10.3 宜制定剩菜数据分析制度，开展菜品满意度调查，引导乡厨不断优化菜品结构、口味，动态调整

菜谱，及时作出配餐调整。

10.4 对监督检查、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查核实、制定纠正措施。

10.5 对于公众反馈或媒体曝光的问题，进行查证，及时处理和反馈，持续改进。

11 宣传与激励

11.1 宣传

11.1.1 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宜遵循以下原则：

——针对性：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不同渠道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

——灵活性：移风易俗要保留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不作“一刀切”；

——持续性：要保持宣传教育工作的连续性，形成长效机制；

——创新性：创新宣传方式，提高宣传的实效性和参与度。

11.1.2 宜常态化举办移风易俗宣传活动，方式主要包括：

——村民代表大会及村居其他会议适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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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专题讲座、专题展示活动；

——开展中华美德宣传、传统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

——与文化礼堂、图书馆、婚姻登记机关、殡仪服务机构等单位联合举办主题活动；

——制作主题宣传册向公众发放，印制海报、悬挂横幅进行宣传；

——开展主题文艺演出、互动体验活动、主题公益活动；

——在七夕节、开学季、法定长假等特定节点进行移风易俗宣传；

——引导自媒体、新媒体制作移风易俗正面宣传内容，进行宣传；

——对自然村大家族族长进行走访宣传等。

11.2 激励

11.2.1 宜发掘举办新风村宴时移风易俗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定期开展评比活动，进行公开宣传，

适当奖励。设置奖项如移风易俗文明先锋、移风易俗优秀自治组织、移风易俗优秀志愿者等。

11.2.2 宜定期举办移风易俗乡厨大赛，从菜谱设计、菜品创新、菜品口感、性价比等方面考量新风村

宴菜品创新能力。

11.2.3 宜定期举办移风易俗司仪大赛，从流程设计、礼仪创新、呈现效果、消费者满意度等方面考量

新风村宴司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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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新风村宴报备表

表 A.1 给出了办宴人报备新风村宴的报备表样式。

表A.1 新风村宴报备表

新风村宴报备表

办宴人姓名 所在村/工作单位

手机号 职业/职务

办宴对象姓名 直系亲属情况 党员 公职人员 群众

历史已办宴

名目清单

本次办宴事由

办宴时间

办宴地点

参加人数 本村宾客： 外来宾客：

计划宴席桌数 每桌餐标

承办厨师

及手机号

食材采购人

及手机号

报备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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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新风村宴办宴承诺书

附录 B 给出了办宴人对文明办宴的承诺书样式。

“倡文明新风、办文明家宴”承诺书（村民）

为倡导文明新风，推动移风易俗，促进乡风文明，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

式，作为宴席的主办方，本人郑重承诺遵守以下各项内容：

一、践行文明新风

本人积极践行文明新风，做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事少办俭办”。反对大

操大办、相互攀比。反对低俗婚闹、封建迷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重礼仪。根据实际

需要，合理筹备安排办宴场地、场次、人数。

二、反对铺张浪费

本人积极践行文明节俭办宴，不铺张浪费。筹备宴席时，结合实际人数和需求，根据

“新风菜单”，合理安排菜品和数量，不选择野生、新奇、稀缺等成本高昂食材。践行“光

盘行动”，剩菜打包，避免过多剩余浪费。

三、倡导绿色环保

本人积极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宴席筹备和举办过程中，节约水电资源，多使用可再生

资源，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带头使用公筷公勺。践行垃圾分类，避免环境污染。

四、遵守法律法规

本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确保宴席活动合法、合规、安全、有序。筹

备和举办宴席过程中，遵守相关管理规定，不违法违规，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五、其他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承诺人应在宴席活动筹备前签署本承诺书，并在活动过

程中积极履行承诺，确保宴席活动的文明、安全、环保、和谐！

承诺人签名：

承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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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新风村宴乡厨承诺书

附录 C 给出了乡厨对文明办宴的承诺书样式。

“倡文明新风、办文明家宴”承诺书（乡厨）

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际行动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

作为宴席的具体操办者，本人郑重承诺遵守以下各项内容：

一、严守食安底线

本人自觉提交备案，自觉接受食品安全培训和考核。本人持健康证明办宴，严守食品

安全相关规定，规范操作。办宴中保持设备干净整洁、不使用过期、变质、易中毒食材。

二、践行“新风菜单”

本人主动向村民宣传勤俭节约思想，积极推动村民按移风易俗“新风菜单”标准操办

宴席，提前向办宴人提供 2-3 个“新风套餐”，不推荐新奇昂贵食材，加工食材时提高利

用率，在办宴过程中自觉抵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主动劝导不文明风气。

三、践行环保理念

本人积极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不使用野生动物食材；办宴中节约水电资源，倡导“光

盘行动”，自觉为宴席提供公筷公勺和打包服务。不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具。做到油

水分离处理餐厨垃圾，宴席产生的垃圾按规定分类，控制垃圾总量，储运及处置垃圾不污

染环境。

四、遵守法律法规

本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确保宴席活动合法、合规、安全、有序。筹

备和举办宴席过程中，遵守相关管理规定，不违法违规，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五、其他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承诺人应在宴席活动筹备前签署本承诺书，并在活动过

程中积极履行承诺，确保宴席活动的文明、安全、环保、和谐！

承诺人签名：

承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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