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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坚 石林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娟

“矛盾纠纷请找劝导队，红白喜事请找
理事会……”走近湖南省新宁县清江桥乡
夫夷江畔的泡水码头，这样一块温馨提示
牌格外醒目。山青水绿、空气清新、民风淳
朴、干净卫生，一股文明之风扑面而来。这
是该县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创新基层社会
治理新局面的真实写照。

近日，记者在新宁县采访时了解到，目
前，新宁县村民（居民）自治工作已全面铺
开，村规民约和理事会是“标配”，各村（社
区）还结合各自发展实际，因地制宜设计了
一些新型载体，通过建立健全“一约一会+
X”制度，以村规民约规范村民日常行为，以

“理事会+X”等自治组织管理村级事务。

民事民议
村务事由村民商量

“两年来我们召开院落会126场，把大事
小事交由群众讨论，再由村民拍板，通过公
示后执行。”清江桥乡桃花村村委会主任蒋
文彬告诉记者。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
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桃花村以院
落会为载体，在民主协商机制的推进中，充

分激发了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让村民实现从
过去“找碴子”到现在“出点子”、从过去“看
把戏”到现在“唱主角”的转变。近年来，成
功推动实施了村组道路自主施工、庭院改
造、安全饮水工程等协商事项，有效激发了
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积极性，从根本上
消除了群众的“民怨心”。如今，桃花村已成
为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建设美好家园的典范，
成功创建2020年全国文明村。

“只要把村庄建设好，损失点个人利益
不算什么。”朱元冲村村民自治理事会会长
陈德选说。脐橙是新宁支柱产业之一,当地
很多人“吃脐橙饭”“穿脐橙衣”“住脐橙房”

“上脐橙学”。而新宁脐橙又以黄龙镇为
盛，家家户户种植脐橙，无论是房前屋后，
还是河堤荒地全都栽上脐橙树。因建设美
丽乡村，穿村而过的齐心河要开展河道清
淤疏浚，河岸两旁就地设计为休闲走廊，必
须要把原来占用的河堤退还给集体。部分
群众不理解不支持，陈德选带头砍树腾地，
其他村民纷纷效仿，河道改造工作得以顺
利推进。

民事民办
村务事由村民做主

“我们住在镇中心，就有责任和义务把街

道管理好。”黄龙社区居民欧阳小刚说。黄龙
镇主街道位于S341省道旁，车流量大，一到
上下班高峰期和节假日，便会发生拥堵，辖
区居民和过往车辆都苦不堪言。社区召开
居民代表大会商定成立了街道义务巡逻队，
家住附近的居民纷纷参与进来，定时定点上
街疏导交通，极大地缓解了交通拥堵。

在黄龙村，县司法局下派的驻村工作
队组织党员、德高望重人士成立“不忘初
心”调解工作室。在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
建设过程中，无论是违章建筑拆除、路沿石
铺设，还是临街房屋外墙粉饰、商铺招牌更
新，矛盾错综复杂。调解工作室主动请缨，
抛弃官僚做法，不再凡事唯上、唯法、唯策，
弃除了以往群众以服从管理、内心忍耐为
主的官本位思维，主动走上门去听取意见、
倾听诉求，让群众调解群众的问题，让“上
访”成为“下访”，让“门难进”成了“门口
迎”，把矛盾全部化解到位。

民事民管
村务事由村民管理

“感谢理事会，父亲的丧事办得既隆重
又节省。”说起赤木村红白喜事理事会，该
村村民肖坤柏、肖坤云兄弟都会竖起大拇
指。赤木村倡导文明新风，在《村规民约》

基础上围绕红白喜事等事项分院落制定了
《院规民约》，推行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方
式，禁用一次性碗筷、取消喜宴预备餐、严
格控制丧葬费用等。理事会购买了全套的
餐具和厨具，免费为村民做好婚丧嫁娶服
务工作。

徐家院子院落理事会会长徐威明回
想 起 过 往 几 年 所 做 的 工 作 ，很 有 成 就
感。《院规民约》在赤木村正式公示实施
后，如何让当地群众将规定内容深植思
想，并在日常生活中规范实施，徐威明和
理事会成员想了很多办法。首先，理事
会成员将《院规民约》的内容张贴到院落
各组的主要路口等村民每日经过之地，
让院落群众能够熟悉记住规定内容；然
后，徐威明为在院落营造重视《院规民
约》的氛围，他要求所有理事会成员及其
亲属、院落党员及其亲属必须严格按照
规定规范自身日常行为，引起当地群众
规范实施的重视。其次，对于规范自身
行为、表现突出的群众在院落会进行嘉
奖表扬，形成榜样力量；而对于屡次违反
规定内容的群众，理事会成员会轮番入
门入户劝说。

“村民的话有时比村干部管用。”在新
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爱铭看来，村民
的主人翁精神有了，基层治理中出现的问
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湖南新宁

“一约一会+X”推动基层自治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

前不久，在湖北省钟祥市柴湖镇鱼
池村的东林扶贫车间里，20 多名女工打
扫完卫生后，收到了来自村集体送上的
暖心红包，奖励她们一年来的辛勤劳
作。接过红彤彤的红包，她们一个个笑
得合不拢嘴。

52 岁的王云玉通过生日奖励和全
勤奖拿到了 500元。她说：“在村‘两委’
班子的带领下，我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
天好！”

鱼池 村 是 1968 年 从 河 南 省 淅 川
县整建制搬迁到钟祥市柴湖镇的移
民村。新春伊始，漫步在鱼池村，村道
整洁，绿植环绕，流水潺潺，脆枣、蔬菜
等经济作物长势喜人，自治、德治、法
治等各色广场一应俱全，村民业余生
活丰富。

然而就在三年前，鱼池村还是所谓
的“积水袋子、土匪寨子、生病秧子”——
天下大雨的时候，鱼池村就变成了“沼
泽”，村里恶人不少，患病者较多。

而如今，鱼池村已蜕变成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湖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湖
北省绿色乡村。荣誉背后，鱼池村究竟
探索出一条怎样的治理之路呢？

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怎么办？
扫黑除恶后重组村“两委”

1996 年对于鱼池村来说，是一个特
殊的年份。那一年，鱼池村一位为民服
务的模范书记在村里被杀害。但受当时
的办案条件等因素影响，案件至今未破。

经过这件事之后，村干部不敢管事，
狠人出头抢占集体资产、资源，强揽村
里工程。村里歪风邪气盛行，大部分群
众认为只有讲狠斗硬，才能在村里立足
生存。

鱼池村也随之进入恶势力拉帮结
伙、暴力破坏选举、把持基层政权、欺压
百姓的灰暗时期。

全玉清是鱼池村群众代表，他回忆：
“2005 年以后，村里的选举就没有成功
过，家族观念盛行，他们推选的人若票
数过不了就把选票撕了，实现不了正常
换届。”

无奈之下，村干部只能由镇党委、镇
政府任命。20 年左右的时间，鱼池村换
了11任村支书。“班子涣散、工作瘫痪、财
务混乱、民风强悍、上访不断”成为鱼池
村的真实写照。

为打破鱼池村的治理僵局，2018年，
钟祥市在鱼池村开展“扫黑除恶”和“整
治干部作风、整治发展环境”行动，工作
专班随即进驻。

当时，鱼池村负责政法工作的村委
会原副主任全某，因为在当地一家企业
挂职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便纠集部分村
民驾驶拖拉机、三轮车将企业出入口长

时间封堵，致使该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受
到严重影响并造成上万元经济损失。

工作专班立即行动，以涉嫌寻衅滋
事罪对全某进行逮捕，打响了“第一
枪”。经过全村的扫黑除恶宣传与动员
以及村民检举等，最终3名村干部、3名涉
黑涉恶人员被刑事拘留，另有 16名村民
被行政拘留。

与此同时，钟祥市改组原村“两委”
班子，选派市委办公室班子成员何辉驻
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通过党员大会，
推荐 2 位复退军人进支部；通过群众大
会，20多年来第一次成功选出5位干净担
当的村民进村委。

再后来，鱼池村“两委”定下规矩：每
周召开会议，组织学习政治纪律政治规
矩、政策文件、上级精神等；每月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通过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村内党员精神面貌明显转
变，思想觉悟都有较大提升，基层堡垒战
斗力明显增强。

产业短板怎么办？
以三资管理盘活村级经济

村组织理顺后，何辉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清理三资。

在鱼池村旧村部有两间房屋，一位
村民总说是归他所有。为了弄清楚房屋
所有权，村里召开群众大会，首先让这个
群众上台讲清理由，然后村干部上台讲
两间房是村集体资产的理由。

在这个过程中，有村民主动站出来，
说出了当年这个村民侵占集体资产的情
况。何辉接过话筒，让群众举手表决。
所有群众都举手表决，这两间房是村集
体的。何辉问当事人服不服气，当事人
说：“只要大家都认同是村集体的，我心
服口服。”

村里一户村民，没有通过村委会，私
下买了一位已经去世的五保户 1.4 亩宅

基地。在了解了五保户是由政府供养、
去世后其宅基地和耕地应该收回村集体
的政策后，就主动把该五保户的宅基地
还给了村集体。

在村干部一次次耐心地宣传讲解
下，鱼池村清理被村民侵占集体机动地、
塘堰 327 亩，宅基地 20 多亩。理顺了从
2012至 2018年村集体收支账目，查清村
干部虚报套取、侵占村民资金13万元，村
集体欠债近 300万元。对清理出来的集
体资产资源，村集体全部收回；对拖欠的
各类欠款，由村集体逐步偿还。

将家底摸清之后，鱼池村统筹三
资，探索四种产业扶贫模式，增加了群
众“五金”收入，即通过集体经营、转租
经营、主体经营、公司经营等，让群众土
地流转得租金，进社打工得现金，公益
岗位得薪金，年底分红得股金，多劳多
收得奖金，实现了集体经济、农户收入
双增收。

三年来，鱼池村集体收入不断壮
大。为了规范村级财务管理，鱼池村成
立财务监督小组，并将“财务审核小组”6
个字刻成 6 个印章，由 6 个村民代表管
理，村务、合作社每一笔开支，6个印章盖
齐，才能报账。

“现在，村里实施的每个项目，都有
党员群众代表监管。施工前，通过党员
群众代表会公开设计图纸、预算；施工
中，由党员群众代表现场监督质量，记录
当天多少大工，多少小工，进了多少料；
工程结束验收，由党员群众代表参与，同
施工方、村干部、工程监理一起现场核查
工程量。”何辉说。

民风不纯怎么办？
“四治”融合涵养文明乡风

以前的鱼池村民风强悍，很多群众
遇见干部瞪眼睛，张嘴就骂。村内打斗，
村外武斗，占地占塘堰、抢占外村耕地时

有发生；对村里稍有不满意，就赴省进京
上访。

为解决民风不纯的问题，鱼池村从
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四方面入手，涵养
文明乡风。

在鱼池村，低保户、贫困户的评比认
定，一直是个敏感问题。因为价值观不
端正，一些村民嫉妒他人享受正常的政
策优惠。一次，低保评定公示后，3家人
为了争低保，在大路上大打出手。

鉴于此，鱼池村用“四个交”推动自
治，即财务交给群众管，项目交给群众
管，矛盾交给群众管，低保、贫困交给群
众评。村民关心的事自己管、自己议。

一次，有几户老百姓反映交三提五
统时，因为没有交钱，自己的地被当时的
村干部一直种到现在，也没有要回来，情
绪很激动。何辉立马通知当事人，第二
天开群众大会调解纠纷。种地一方接到
通知，当即表示：“不用上会，马上把土地
还给农户。”一件看似难以调解的矛盾，
就这样解决了。

在德治方面，每年评选“幸福家庭”
“优秀学子”“寿星老人”，在村文化长廊
张榜公布，召开村民大会，对其进行物质
和精神鼓励；积分制管理淳朴民风，每两
个月评比一次，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奖励；
针对以前村民、干部存在的问题，编写

“村民十戒”和“干部五戒”，用制度管理
干部群众。

以前，鱼池村群众家里办红白事
一般是 2 天 6 顿饭，铺张浪费，群众怨
气大。村里修建村民之家，即公共灶
台，为群众提供办红白喜事场所，并成
立专门为群众服务的理事会，免费帮
助群众主持操办红白喜事；公共灶台
使用的水、电、油均由村集体免费提
供。农户办事，只吃中午一顿饭，每桌
烟酒菜标准不超过 200 元。

在法治方面，举办农民夜校，利用晚
上等业余时间，向农户宣讲农村土地政
策，讲农村土地承包法，同群众讲感情。

村里有个老上访户，因为多年前私
自砍伐林木被判刑，一直不服气，多次上
访。2018年，村里来了驻村律师，村干部
为其联系了驻村律师。通过驻村律师为
其解释政策，普及法律知识，该农户打消
了上访念头。

此外，鱼池村做到视频监控全覆
盖。一次，村集体两棵树桩月菊被盗，村
里通过调取视频监控，顺着车辆经过路
线，抓住了偷盗者。从此以后，再也没有
出现村民、村集体财产被盗的情况。

村里还建有矛盾纠纷调解、会议召
开远程平台，村民可随时与市网格化管
理中心、矛盾调解中心、公安局视频中
心、市会议中心联网连线咨询。

“四治”融合下，鱼池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村民的生活越过越踏实，越
过越红火。“村里跟以前比真是大变样！
我们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生活也是越
来越丰富，拔河、跳绳、广场舞，还可以听
戏嘞！”村民李菊萍说。

一个移民村的治理之路

□□ 李增炜 朱跃军

“事情要做，村里的钱也得省着花。我听乡贤和村民代表们
讲，选用拆迁老房子既能省钱还与古街风格配套。”最近，浙江省金
华市武义县履坦镇叶长埠村想在村里的古街旁建一栋占地面积
110多平方米的房屋。当建房方案拿到村“两委”会议上讨论时，因
50多万元的造价预算过高，被该村第一书记丰家扬否决了。之后，
村里买来一栋老房子，加上修建总共花费20余万元。

村党组织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后，如何加强村级
组织建设，特别是如何规范村级权力运行？武义的做法是：紧盯矛
盾纠纷源头，推行“完善一套标准化村务工作规程”等“五个一”工
作机制，积极探索深化新时代“后陈经验”。武义县委主要领导说：

“‘权力受到约束、村务全面公开、群众有效监督、自我能够纠偏’，
是时代赋予‘后陈经验’的新内涵，我们要把这种源头治理理念，拓
展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各领域、全过程，规范公权力行使。”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到全县258个行政村，是武义县加强乡镇党
委对村级工作领导的一招“先手棋”。第一书记们进村坐班，参加
村务联席会议，做好参与议题酝酿、把关政策执行、指导决策程序、
审核会议记录等四项监督指导，参与村级财务管理、工程项目建设
等七大类重大事项决策，并通过一家一户听民声、记录民情档案
等，及时掌握群众诉求。“乡镇强化了第一书记指导监督村级工作
的主要责任，比如在村级组织印章管理上，明确村级重大事项使用
印章必须经第一书记审核，倒逼我们把住监督关口。”柳城联盟新
塘村第一书记雷王晓说，“担子挑起来了，就不敢马虎。”

“村务监督不是简单的村监委主任监督村书记、主任，而是以村
监委主任为代表的村务监督制度对以‘一肩挑’书记、主任为带头人
的村级工作制度的监督，实质是实行群众有效监督。”武义县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人说。该县确立一个“制度监督制度”的监督理念，构建

“三合一”监督架构，将村党组织、村委会、社管会三个工作机构，通过
交叉任职等方式予以力量整合，以村务联席会议为工作主体，一体实
施村务决策和村务管理。还通过乡镇评价村干部、村民评价村干部、
选聘乡贤能人参与监督等形式，提升村务监督实效。

武义完善了一套标准化村务工作规程，做到村级事务操作标准
化、村级权力监督可视化。他们系统梳理村级重大决策、村集体资金
和资产管理、农村宅基地审批等11个方面、32项村级事务工作流程，
一事一图、按图索骥，将新时代“后陈经验”各项要求，嵌入到村级事
务的各项环节，做到村级事务明明白白操作、村级权力全程留痕监
督。俞源乡刘秀村受工程款拖欠困扰，县里“32条”工作流程出台后，
他们按流程办事，很快妥善地将拖欠的8万元工程款打给了承包方。

为让村民看着村干部、看住村干部，武义坚持“村级事务凡事皆可公开”理念，明确
村级重大事务决策、三资情况、工程建设项目等 30余项公开内容，根据“长期、月度、即
时”分类公开，并设立每月村级“晒账日”、村监委“述职日”，为村民答疑解惑。“后陈经
验”的发源地白洋街道后陈村，10多年来从闻名的信访村变为“零信访”村，村集体收入
增长了40多倍。

据了解，从今年起，武义将依托数字电视、即时钉钉、百姓微信群等平台进行村务公
开，让群众随时随地充分知晓村务信息；通过实行各方协同、及时反馈的监督机制，确保及
时监督、及时纠偏；强化考评问责，若发现村党组织书记违反村级事务工作流程办事的，第
一次谈话提醒，第二次黄牌警告，第三次免职。目前已谈话提醒10人、黄牌警告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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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日前，记者从山东省青岛市政府新闻
办发布会上获悉，青岛以莱西经验为样板
出台15条措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永昌
说：“《关于深化拓展莱西经验加强和改
进乡村治理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青岛
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提出了四大项、15条治理措施，其中分为
强化党建统领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自
治德治法治融合、推进服务融合、推进发
展融合四大项。”

据了解，《意见》中很多具体政策措施
是首次推出，在全国全省都具有独创性。
如：提倡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
织与村“两委”任期一致，同步换届；每年
对村党支部书记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
轮训一遍；健全“四社联动”治理模式，积
极向农村基层延伸；推广“道德银行”、信
用积分等乡村治理模式等。

《意见》提出，要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
体系，形成“镇（街道）党（工）委—村党组
织—网格党组织—党员中心户”的组织链
条。2022年五星级村党组织达到 50％以
上，全面消除二星级以下村党组织。

在加强乡村文化引领方面，《意见》明
确要求，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覆盖率达到
100％；建成20个“乡村记忆”博物馆；创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大力开展乡村旅

游示范单位培育工作。
青岛市文明办副主任陈学明介绍，青

岛现在已建成 5000余处中心、所、站。下
一步将根据村庄布局优化调整进程，做到
优化调整、规范建设，确保实现村级公共
文化阵地全覆盖。推动各类资源激活、整
合、下沉、共享，推进青岛市 5000 余个文
化馆、图书馆分馆和基层服务点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资源融合，确保实现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全覆盖。会同市直有关单位走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广泛开展理
论宣讲、文化下乡、法律援助等文明实践
活动，开展好“身边人讲身边事”“百姓家
庭故事汇”“庄户学院”等特色宣讲活动，
对“老、困、病、残、难”等群体开展帮扶活
动。预计2021年不少于4万场次，确保实
现农村文明实践活动全覆盖。

为深化拓展莱西经验，强化平安乡村
建设，青岛市对乡村基层开展了网格化管
理服务。青岛市委政法委副局级干部俞
志清说：“网格化服务管理是推动社会治
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升乡村治理精细
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最直接、最有效的
手段。围绕加快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标
准化建设，实现‘多网融合、一网治理’，青
岛市创新提出‘组织体系、网格标准、网格
力量、平台系统、数据资源、工作机制’六
项融合，实现社区（村）基础网格和行业部
门专业网格的融合统一、社会治理条块资
源互联共享。”

山东青岛

十五条措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近日，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会亭镇对全镇涌现出来的24户“好媳妇”“好婆婆”“五好
家庭”和“美丽庭院”进行隆重表彰和奖励，用身边的典型人物和事例教育、感召每一个
家庭，传承好家风。图为表彰大会现场。 王高超 摄

河南夏邑

表彰树典型 传承好家风

钟祥市柴湖镇鱼池村数字乡村指挥中心工作现场。 邹慧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