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三生三世石刻下留影，携手跨过同
心桥，在心愿树下许幸福之愿……

在大足石刻所在地，新人们共同走进
婚姻殿堂，都会体验到“幸福‘石’足”。作为全国首
批婚俗改革实验区也是全市唯一试点区，2021年，
该区利用香国公园旁原有的建筑设施，共同打造“一
城两街二十四景”；整个香霏街婚恋主题街区以“爱”
为主题，右手边是仿宋古建筑的昌州古城为“前世”，
左边是现代建筑香霏街为“今生”，街区融合全球浪
漫地标的多元化元素，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了丰富
的意境，给人以不同的视觉享受和感官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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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主题街区受欢迎

该婚恋主题街区的建成，加上区婚姻登记点的入驻，两街
的人流量从原来的年2万人增加到年10万人，婚宴酒店利用
喜宴简办吸引了不少新人办酒，从而降低了举办婚礼的成本。

在婚恋主题街区三生三世石旁，通过打造大型桃树景
观，四周打造缤纷桃林，整体呈现出古典姻缘浪漫氛围。在
昌州古城里通过设置绣楼、戏台、月老姻缘池等小景，让新人
们一过“同心桥”便可体验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浪漫场景。

告白广场、心愿树、相亲角、河畔教堂，都可供年轻人开
启自己的寻爱之旅。在婚姻登记处的门口，爱情誓言婚书
景观，深受年轻人喜爱。而宽大的颁证大厅颁证台上，工作
人员根据不同节日在大厅布置不同的场景，给新人们营造
既庄重，又温馨、喜庆的氛围。

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大足石刻是世界文化遗产，婚俗改革工作启动以来，该
区深入挖掘石刻里“慈善孝义廉”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
本土特色婚姻家庭文化，整个展厅以“足爱一生，福满人间”
为主题，分别以“敬爱”“和睦”“孝善”三篇内容，浓缩展示大
足石刻优秀婚姻家庭文化。

“敬爱”主要体现互敬互爱、平等的夫妻关系，通过定期
更换陈列的方式，展示不同年代的结婚服装，通过不同礼服
也唤起年轻人对父辈祖辈的回忆，对婚姻的思考，引导新人
们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

“和睦”主要体现团结奉献、柔顺敦睦、和谐的家庭关
系，在大足石刻摩崖造像和铭文中，凡是涉及家庭的多是团
结和睦的情景。“和睦篇”主要展示名人家书、本土烈士家庭
故事、本土优秀家训传承等内容。

“孝善”则主要体现“尊老爱幼、循善奉孝，人伦关系。
石刻的核心文化概念就是孝，孝的本质就是责任和担当。
以石刻文化为指引，知道孝亲养老、养家糊口之时，自当明
了中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这里展示的是大足石刻精华
——十恩图，这幅造像展现了一对夫妻求子、生子、养子、育
子的整个过程，传递出父母对子女那不计回报、浓浓的爱，
也表达出子女孝顺父母、感恩父母的情感。

“幸福‘石’足”成为品牌

6月20日，全市婚俗改革试点推进会暨婚姻登记服务
质量提升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在大足区举行，与会代表在香
霏街和拾万镇长虹村进行了现场观摩。长虹村是大足婚俗
改革第一村，它是袁隆平工作的第一站，他对这片土地充满
了感情，因此全力支持长虹村建成了全国唯一的乡村田园
景区——重庆隆平五彩田园景区，并设立了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名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袁老的婚姻爱情故事也深深地影响着长虹村的乡风文明，
通过多方联动，强化基层自治，将婚俗改革与乡村振兴相结
合，齐抓共管，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大操大办、随礼攀比等不
文明现象，婚俗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婚俗新风源于深厚文化底蕴。据大足区民政局局长薛
千勇介绍，该区不断探索婚俗改革“1314”工作法，打造“幸
福‘石’足”婚俗品牌，先后获评市民政系统2021年度优秀
创新项目一等奖及全国婚俗改革中期评估开展较好地区。

该区通过挖掘大足石刻中蕴含的“慈、善、孝、义、廉”特
色文化内涵，编撰《大足石刻之婚姻家庭观》，提炼“敬爱”

“和睦”“孝善”婚姻家庭文化标识，并纳入基层治理；提炼出
“幸福‘石’足”婚俗改革服务品牌，会同区妇联等开展“幸福
起航”单身青年交友、“幸福成长”婚姻家庭能力提升、“幸福
传承”家风家教建设等服务，共计服务青年5000余人次，劝
和夫妻500余对。

大足区持续开展“最美家庭”“优秀家训”“最美家风”等
评选活动，通过讲好身边榜样故事，通过讲好大足故事等活
动的开展，唤醒全区市民对新型婚俗文化的理解与支持，普
及了新时代“善和美”的婚姻家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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