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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果作村原村委会主任韦焕能：

村民自治，从实践中走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

其实，在果作村组建村委会的同一时期，广西
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不止一个村自发组织了村联
防队等村民自治组织来维持村里的秩序。1979年
10月至1980年2月，合寨村的果地、果作及合寨上
片（大村、新村、乾朗、肯楞4个村合称）就各自召
开村民大会选举产生自治组织。果作村村委会是
迄今发现的，全国第一个将盖有村民印章和红手
印的“村规民约”保存了下来的村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的成立是凝聚了无数普通人智慧
的成果，是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韦焕能在采访中
也一直说，组建村民委员会是大家伙一起做的事。

40多年来，随着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不断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一代又一代合寨
人也没有停下接力向前的脚步。

“村民委员会”被写进宪法之后，合寨村选举
产生了自己的村民议事会，2014年演变为“党员群
众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村民代表推选有威望
的人担任，村里大事小情都经议事会研究，拿出方
案，再经村民会议通过，最后提交村委会办理。

再后来，村里又成立了村级事务监事会、民主
理财组和集体经济审计组，对村民关注的财务等敏
感问题进行监督。后又设立村务公开专栏，村级财
务开支、村民自治事务等情况统统上墙。

如今，合寨村村民委员会已历任13届。这些
村庄的管理者、服务者和40多年前那些在其他村庄
带头组建联防队的开拓者们一样，默默无闻、坚守
岗位，为乡村治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们都是普通人，在特殊的年代敢为人先，突
破制度束缚。村民收入难以糊口时，他们没有只
顾小日子，挺身而出带头提出分田到户；村庄秩序

混乱时，他们又扛起了重担，挑头组织村民代表大会；进入新时
代，方方面面对村民自治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不断开动脑筋，
创新丰富乡村治理内容形式……就像韦焕能说的，这些探索凝
聚了无数肯担当、敢担当的普通人的智慧。

谁是英雄？没有天生的英雄，敢担当、能担当的普通人就是英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

1980 年 2 月 5 日，韦焕能拿着锤子
敲响了挂在村中间儿大樟树上的半截
铁轨，不多时樟树下就坐满了来参会的
村民，一共 85 户代表，以果作村 125 户
村民计已超过半数。

人们拿着卷烟纸做成的选票，认认
真真写好心目中村民委员会人员人选，
然后郑重地，甚至还有些紧张地，往那
个临时被拿来当做投票箱的竹米桶里
投去。唱票的结果很快出来了，韦焕能
得了满票 85 票，当选果作村村委会主
任。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在很多人
看来迫不得已迈出的一步，开创了中国
农村民主政治的先河，和家庭联产承
包、乡镇企业一道，被誉为中国农民的
三大历史性创造。

1998年，《乡镇论坛》杂志上刊登了
一篇寻访中国第一个村委会的文章，标
题为《静悄悄的革命从这里开始》。详细
探寻了我国最早的村民委员会，即产生
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今广西壮族
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的合寨
村（1984年前为合寨大队，果作村为合寨
村的一个自然村）的村民自治的故事。

1999年，韦焕能作为“新中国第一
位村民委员会主任”被邀请参加中央电
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2018 年 12 月 18 日，在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
韦焕能“改革先锋”称号。

樟树不语，却是历史的见证者。如
今40多年过去了，合寨村的大樟树亭亭
如盖、苍翠欲滴，树下的石碑上镌刻着

“中国村民委员会发源地”几个大字。82
岁的韦焕能在大樟树下向记者讲述当年
的故事：“就在这棵树下，合寨村果作村
完成了第一届村民委员会的选举。”

来北京，受表彰

合寨村是宜州区一个偏远的山村，
位于宜州、柳江、忻城 3 县(区)交界处，
目前有1200余户、4700余人，有包括果
作村在内的11个自然村，70%的土地面
积为山地。

从宜州区核心区到合寨村，大约
40分钟车程。南屏乡的乡镇干部开车
载着记者一路向山区行进，道路两旁逐
渐褪去了城市的喧嚣，进入屏南乡青山
连绵、泉水汩汩的优美环境中。正是今
年第二茬水稻拔节的时节，道路两边一
片水稻田连着一片桑叶田，水稻长到了
小腿高，桑树的叶子有巴掌大，“看家
鹅”伸着脖子在村民家门口探头，路上
不时有村民推着独轮车送蚕茧到收购
点，一派幽静的田园风景。

合寨村村民委员会大门口竖着一
道牌坊，上书“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
会”，从这里到韦焕能家，车程 3 分钟。
他的家是一栋两层半的民居,刚走到门
口，给记者带路的乡镇干部小黄就招
呼：“焕能叔，北京来的记者来找你。”小
黄是个“90 后”，按辈分应该叫韦焕能
一声爷爷，但村里的晚辈无论岁数都喊
他“焕能叔”，这一称呼已成为当地乡亲
们对韦焕能的敬称，透着亲切。

“来喽！”韦焕能和老伴儿一起迎出
门。虽年过八旬，但韦焕能精神矍铄、
腰杆挺拔，头发也理得齐整。韦焕能的
家布置得简洁朴素，木制沙发、茶几、餐
桌餐椅，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幅照片，是
2018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改革开放
杰出贡献受表彰人员和亲属代表的合
影，韦焕能戴着奖章，站在第二排。

韦焕能说，他 1980 年当选果作村
村民委员会主任，1983 年担任合寨村
村民委员会副主任，2005 年退休后也
闲不住，在村里开荒地，种甘蔗、水稻和
玉米。2015 年，合寨村民自治文化公
园和展示馆落成，韦焕能成为文化公园
和展示馆的管理员，负责讲解村民自治
历史文化及展示馆日常维护。

“要清楚地了解村民委员会成立的
情况，还是得去大樟树那里，合寨村民
自治文化公园和展示馆都在大樟树附
近。”韦焕能一边带路一边向记者介绍
村里的变化和村民的生活。

合寨村距离乡镇有十几公里，以前
不仅偏僻，路况还差，一走一脚泥，乡亲
们用扁担挑着粮食到乡镇卖至少走一
个半小时。现在柏油路直通屏南乡，村

里的路也硬实，开车直接进村。
以前村里人只会种水稻、玉米，提

高收入难，现在村人外出打工的多，在
家养蚕的多，收入有增长。

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韦焕能的
3个子女在宜州区务工，现在已经有了
5个孙辈，日子过得平顺安逸。

卷烟纸当选票，竹米桶当票箱

那棵见证历史的大樟树据说有
300多年的树龄，树干需两人合抱。在
树下，一组雕塑重现了当年第一个村民
委员会成员围坐在桌子前开会的场
景。正中间的那个人就是韦焕能，左右
两边分别是当时的村委会副主任韦友
全、韦定陆，以及村委会委员谭立轩、韦
鹏舞，两名委员分别担任会计和出纳。
合寨村村民自治展示馆距离大樟树只
有20米，一栋两层的小楼，当年选举村
委会使用过的盛选票的米桶，被用作选
票的卷烟纸以及手写的《村规民约》原
件等都在馆内被一一展示。随着韦焕
能的介绍，这些见证历史的老物件将时
针拨回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事情发生在1980年2月，在合寨大
队下辖的果作村，第一生产小队队长韦
焕能和本村的其他 5 个生产小队队长
一道召集村民开会，目的是选举村民委
员会成员。

事情的缘由说起来有点曲折，韦焕
能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我们生产小
队一共 55 人，有耕地 38 亩，种着水稻、
玉米和红薯，年底按照每户的人口和
每个人的工分分粮食。出工不出力的
人多，粮食产量低，大家日子过不下
去。我提议把耕地分给各家，其他人也
同意。”

韦焕能解释，那时他和村民都还没
有听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
的事。“那个年代，我家连收音机都没
有，咋能了解到呢？”韦焕能说。

分田到户后，村里人的生产积极性
迅速提升，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土地
承包给各家各户后，生产队一下被“架
空”了，职能开始受到质疑，生产队长们
也不再管村里的事务，村里的生产生活
秩序很快处于失控状态。村民概括为

“六多一少”——赌博闹事多、偷牛盗马
多、乱砍滥伐林木多、唱流氓山歌多、放
浪荡牛马（主人放任牛马进入其他人的
田里吃禾苗）多、搞封建迷信活动多、管
事的人少。

摆在村民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
用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以及用什么
样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才好？这时
有村民向韦焕能提出：“分田到户是你
提的，现在出了问题，该怎么办呢？”
1980 年 1 月 15 日，韦焕能叫来了其他
生产小队的队长商量对策，认为由群众
选举干部进行管理的办法好。“我们觉
得，老百姓选出来的干部才算数。不
然，我们自己说是干部，人家不吃那一
套。另外用举手的方式会有群众跟风
选，最后我们商议出用无记名投票、差
额选举的方式。”韦焕能说。

1980 年 2 月 5 日，果作村召开全村
大会，85 位村民代表开会选举村领导
班子。不事先提名候选人, 直接无记
名投票，谁得的票多谁就当。韦焕能介
绍，经过讨论，参考城市里居民委员会
的称呼，后来决定将新产生的组织定名
为村民委员会。

村 民 委 员 会 很 快 就 发 挥 了 作
用——成立治安联防队，组织村民轮流
巡逻，改善村内治安情况。1981 年 1
月，一名惯偷来到村里偷走一头黄牛，
村干部发现后，立即组织300多村民追
赶，最后把黄牛追了回来，偷牛人也被
罚了款。

那时，村里土地纠纷频繁，生产秩
序又尚未恢复，刚当上村委会主任的韦
焕能为调解各家纠纷着实忙活了一阵
子。“天刚亮就被村民喊去调解矛盾，天
黑还回不来。当时我家有3亩耕地，我
老婆带3个娃娃，家里地没有人种。村
里人感谢我，到我家田里帮忙种玉米让
我家渡过了难关。”韦焕能回忆。

手写的《村规民约》，接力
的村庄治理

展示馆内，一份手写的《村规民约》

尤其醒目。
在这份《村规民约》落款处，有村民

鲜红的手印和私人印戳。这份产生于
1980年7月的《村规民约》，是果作村村
民委员会在征集了5个月群众意见，汇
集群众智慧后制定的。其中有“禁止赌
博，不准在私宅、村里开设赌场，违者罚
款 10 元”“不准盗窃，违者按件加倍赔
偿，并罚款 5 元”“为了保苗夺丰收，严
禁放猪，违者罚款5角，并赔偿处理”等
内容。

“只有村民认可的《村规民约》才会
被自觉遵守。那时，村干部挨家挨户找
村民征集意见，并让大家按手印。一旦
按下了手印，村民如有违反，自己都不
好争辩。”韦焕能介绍，当时与《村规民
约》一起制定出来的还有《封山公约》，
内容有“禁止村民毁林开荒”“不准村民
盗窃林场树木”“不准在育林区放牛羊
群”等内容。

《村规民约》和《封山公约》在后面
村庄有序发展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村
民为此编了一句顺口溜：“村规民约就
是好，村上无赌又无盗。公共事业有人
管，各项纠纷变得少。”

“很多人问我，带头选举村委会有
没有风险？害不害怕被追责？其实当
时我也害怕，因为大队这一级组织还
在，生产小队也没有宣布撤销。我们选
出的这个村组织合不合法谁也拿不
准。但都不出头，村里人的日子过不
好，当干部要有担当。”韦焕能说。

韦焕能担心的事最终没有发生。
至 1980 年底，合寨大队 11 个自然村先
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各村
第一届村民委员会，并制定了《村规民
约》。1982年，宜山县全县2288个自然

村中有 598 个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同
年修订颁布的《宪法》里提出了村民委
员会的概念，正式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
合法地位。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审议通过。
1990年，民政部发出《关于在全国农村
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审议通过，对村委会选举进行了较
大完善，同时还完善了村委会民主决策
和民主监督制度，增加了农村基层党组
织的领导、村委会成员的罢免、村务公
开等内容。

40 多年来，合寨村已产生 13 届村
委会，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等方面，村民自治范围和
内涵不断拓展，形式不断变化、制度不
断完善，“让群众说了算”不断落到实
处，成为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下推动
乡村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

合寨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兰锋
介绍，目前合寨村实行网格化管理，每
10 户为一个小网格，每个自然村为一
个大网格，网格员随时征集群众对村务
的意见建议。合寨村还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范围内率先推行村级重大事项“四
提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工作机制，由村

“两委”班子、党员、村民代表、群众提议
形成提议意见，由党委会汇议、村“两
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
或村民会议决议，推动提议形成实施方
案，实行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村务
监督委员会独立监督。2008 年，合寨
村就通过电话和网络视频，为在外务工
的村民对村级事务进行投票提供便利，
切实保障了外出务工人员参与村内公
共事务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