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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

京西门头沟区斋堂镇地处深山，这
里的 29个乡村“散落各处”。以往，村民
如果要盖村里的公章，需穿越数十公里
山路到镇上办理，来回一趟十分不便。
而如今，村民只需在手机上通过一款叫

“村章通”的 App 完成用章申请，审批完
成后即可到村委会通过智能公章终端机
完成盖章，实现了在“家门口”一键审办。

便民惠民的举措，得益于斋堂镇自
2020 年实施的“智慧村章”改革。两年
来，该镇以这一改革为“小切口”，不断完
善制度机制，逐步优化信息系统，及时增
加服务管理事项，切实方便群众办事，提
高村务管理效率，降低贪腐风险，受到各
方一致好评，实现基层治理水平提升。

党建引领、科技先行，村民
用章“一键申请”

“村章镇管”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
在的一项乡镇政府代替农村村委会管理
各村公章的措施，有利于村章管理的规
范化。然而，这种模式下暴露出的盖章
难、审批难、跑腿多、手续杂等问题，增加
了基层群众和干部的负担。

“我们村距离镇政府有17公里，以前
每次都要先通过公章管理员和村党支部书
记签字审批后才能去镇政府盖章。”沿河城
村村民索大叔表示，路程远，公交车每天只
有两趟，十分不便。“如果想省钱就要耗费
大半天时间，所以每次盖章基本就是打车
去、打车回，每次车费基本都需要不少钱。”

群众的烦心事就是基层治理“靶
点”。为此，斋堂镇成立“智慧村章”改革
攻坚小组，组织动员全镇 42个基层党组

织和 40家区域党建协同单位深入村（社
区），针对以往“村章镇管”积极听取群众
意见建议，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形成以

“智慧村章”改革为牵引的基层治理改革
新思路。

在沿河城村村委会，记者看到1台白
色带有显示屏的印章智能管理机正在运
行。简单翻看用章记录，可以清晰地了
解到每一次用章的申请人、审批人信息，
用章文件照片和时间。

据了解，斋堂镇引入科技公司，在全
镇 29 个村、1 个社区投入使用“智慧村
章”终端系统，包括印章智能管理机、村
章通 App 和村章智能化远程管理体系，
具有面部识别、材料扫描、即时退件复审
等6项线上审批功能，可对实体印章实行
智能化管理，实现了村民盖章“一键操
作”“一次办”“村内办”。

为了让广大群众知晓这项改革，斋
堂镇还精心开展宣传培训。印发《智能
印章机使用指南》，对村民、村干部深入
细致地开展智慧印章使用知识培训，确
保全域推行，人人知晓。截至目前，“智
慧村章”系统共开展专题宣传培训活动
近百场，累计培训3000余人次。

“自从村章改革后，公章‘搬’到村里
来了，在家门口就能盖章，让老百姓既省
了时又省了钱，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举
措！”索大叔忍不住夸赞道。

实时审批、远程授权，村务
管理“即时高效”

在“智慧村章”改革推进过程中，斋
堂镇逐步建立完善配套管理制度和服务
管理机制，保障了系统高效运行。特别
是由于村级事务涉及经济合作组织，用

章需求大，“智慧村章”改革大大提高了
村级事务管理效率。

在实际运行中，斋堂镇制定“智慧村
章”系统线上审批“一二三”管理制度。“一
个核心”，即以镇综合办公室为枢纽负责
统筹协调；“两个平台”，即村（居）终端和
手机移动客户端两个平台同时运行；“三
级审批”，即根据村居事项类别进行定级，
形成由村（居）党支部书记、包村负责人和
镇包村领导把关审批的三级审批机制。

完善的审批制度下，盖章程序变得
清晰透明。如村民对药费报销、电表安
装等事项提出用章申请，通过村级管理
员进行终端申请，由村党支部书记一级
审批即可完成盖章；对签订施工责任承
诺书等村级日常业务提出用章申请，由
村党支部书记和包村负责人二级审批可
完成盖章；对村务公开、签订合同等重大
事项，需通过村党支部书记、包村负责人
和镇包村领导三级审批方可完成盖章。

为提升服务效率，“智慧村章”系统
通过分类汇总村章使用审批事项，将200
余类村务管理审批事项纳入系统，实现
了村内事务管理和政务服务项目 50%以
上可线上办理，同时在镇级搭建“移动政
务”“电子档案”智慧政务平台进行远程
审批监管，开通“八小时外”线上审批通
道，打破了时间、空间的局限，有效提升
了村级事务管理效率，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有效减少了人员流动，降
低了疫情传播风险。

截至目前，斋堂镇受理用章申请
14295 次，线上审批通过 13793 次，通过
率96.5％，审批平均用时22分钟，实际完
成终端盖章 11.4 万余次，大大提升了村
务管理的效率。

正向监控、逆向溯源，小微
权力“阳光运行”

在农村，因一枚公章引发的权力寻
租问题，曾常见于新闻报道。因此，如何
管好一枚小小的公章，是乡村治理的大
课题。斋堂镇通过“智慧村章”系统，对
印章使用进行分级审批、及时留痕、一事
一档，强化了对村级小微权力的监督管
理，有效杜绝“人情章”“口袋章”“关系
章”等滋生腐败风险。

如今在斋堂镇，使用印章必须履行公
开透明的线上审批流程，过程中将通过后
台系统收集用章人、审批人等12类信息，
对每日用章审批进行实时监测，形成有效
监督门槛，切实降低了违规用章风险。

溯源倒查也保障了公章不被滥用。
“智慧村章”系统开通云端后台存储管理
功能，每日对用章审批进行智能监测，对
违规操作进行后台预警，每月形成村章
使用月度管理电子台账，由纪检部门每
月进行一次风险清零检查，每季度进行
一次情况通报，及时查漏补缺，织密监督
网络。截至目前，利用云端后台和大数
据倒查机制处理操作违规、异常等问题
112次。

“村民需要盖章，基本上都是‘急
茬’，往往需要放下手里的所有工作去镇
政府给他们盖章，一来一回非常耗费时
间。而且以前盖章都需要两份存档，做
了很多重复工作。”向阳口村党支部书记
白新生介绍，自从村章改革后，村民不仅
在村里就可以找村书记和包村科室审
批，而且这个终端还有自动存档功能，最
大程度保证了公章使用的安全性和规范
性，营造了良好的政治风气。

莱阳古梨树群系统保护与
发展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近日，在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大会于浙江青田召开
之际，山东莱阳梨产业协会邀请专家学者、政府领
导以及产业协会会员，召开莱阳古梨树保护与发
展研讨会。参会人员围绕莱阳古梨树群系统的保
护和发展，进一步明确方向、凝聚共识，并分别结
合各自实际，就目前莱阳古梨树保护和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交流发言，提出意见和建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为进一步发掘莱阳古梨树
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功能，在有效保护基础上，与乡
村休闲农业发展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开拓传承途
径，莱阳梨产业协会牵头搭建“政、产、学、研、金、
服、用”莱阳梨产业创新创业共同体。

据悉，莱阳梨产业协会还通过组织莱阳古梨
树实施生态保护和数字化管理，聘请“莱阳梨文化
传播大使”认领莱阳古梨树，开创莱阳古梨树保护
发展新思路，探索莱阳古梨树种植统分结合、产护
一体、产销一体、农旅一体、农文一体的生态科技保
护发展新模式，集中打造莱阳梨区域公用品牌，擦
亮莱阳梨城市名片，助力莱阳梨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李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张艳玲）断电、拆卸、排除故障……近
日，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大石工业园
的广元市剑蜀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解天斌正单手抢修生产线上的塑封机，看
着经处理后的生产线重新正常运行，解天
斌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今年 50岁的解天斌是广元市利州区
东坝街道新民社区居民，4年前打零工时，
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导致肢体残疾。在外
务工的妻子范丽君只好丢下工作回家照
顾他。当时两个女儿仍在上学，收入的

“断流”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今年 3月，解天斌夫妇通过东坝街道

劳务专业合作社“牵线搭桥”，在广元市剑
蜀食品有限公司找到了工作，凭着过去的
工作经验和后期的技能培训，加上夫妻俩
勤劳肯干，如今两人每月总共能挣近万元。

“有了这份工作，不仅还清了债务，减轻
了家庭负担，我也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无

用之人，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解天斌说。
据东坝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殷

润东介绍，去年底，该街道成立劳务专业
合作社，下设 13 个分社，包含水电工、焊
工、砖工等 12 个技能班组，成立了含有
3763人的专业劳动力队伍，以确保能在企
业用工时快速匹配、迅速上岗。自合作社
成立以来，该劳务专合社已与辖区内外共
13家企业签订用工协议。

劳务专业合作社不仅让村民顺利实现
就业，还让用工企业省时又省心。广元市
剑蜀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斌说：“过去招
工很麻烦，时间长、投入高、见效慢，现在
只需将用工信息发送至劳务专业合作社，
他们很快就能替我们找来合适的工人。”

利州区农民工服务中心主任魏瑞风
告诉记者，自去年以来，该区已在各乡镇
（街道）成立劳务专业合作社14家，劳务专
业合作社分社 154家，实现全区村（社区）
全覆盖。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村村建有劳务专合社 畅通群众就业路

本报讯（王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范亚旭）近日，记者从河南省自然资源
厅获悉，河南省将重点整治擅自改变社会
福利用地用途、养老用途，以建设老年公
寓、宿舍为名开发房地产等涉诈问题隐
患，搞好摸底排查、案件线索、整治规范、
督导检查，及时分析整治形势，研判问题
线索，建立健全协调会商、线索核查、交办
督办、依法打击、整治规范等制度机制，规
范专项整治工作开展。

对此，河南省将全面摸底排查，建立
台账清单，从已供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和

“12337”平台“养老诈骗”举报线索两方面
着手进行摸排，全面摸清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用途项目，对涉嫌违法用地行为要进行
依法打击，严查严办。

与此同时，在全省范围内，通过微信、

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积极开展打
击整治擅自改变养老用地用途变相开发
房地产等涉诈问题宣传活动，定期报送宣
传工作统计情况。线下通过悬挂条幅、发
放宣传资料、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宣讲养
老设施服务用地政策，提高群众防范意
识，避免上当受骗，营造全社会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的浓厚氛围，切实维护好老年人
的合法权益。

下一步，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工作专班
将集中力量对各地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
导，扎实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重点做好持续摸排，多渠道多手段并
用，深入挖掘有效线索；对有效线索进行
精细梳理，依法打击违法违规用地行为；
坚持边整边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切实
铲除养老诈骗滋生土壤。

河南省：

严厉打击借养老设施用地之名变相开发房地产问题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
者 刘学）近日，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动员
部署会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强调，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
划，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抓好青少
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基”工程。

会议指出，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共同实
施的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是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创新举措和基础工程，对
于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意义重大，有利于引导
各族青少年扣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第一粒扣子，有利于带动各族群众交

往交流交融，有利于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
要做到有形、有感、有效。要突出主题主
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计划
全过程，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要确
立标准规范，形成项目清单、活动流程和
规章制度；要建好活动基地，加强考古文
旅的路线设计，巩固和拓展各族青少年交
流的阵地；要深化东西协作，将计划纳入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规划和年度
重点任务；要树立先进典型，及时总结好
经验好做法；要加大政策激励，把实施计
划中涌现的先进典型纳入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表彰和创建示范评比；要加强领导、
突出重点、动员社会、久久为功，把各族青
少年交流计划做深做细做实。

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动员部署会召开
盖章“不出村”用章“一键办”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智慧村章”改革观察

7月25日，游人乘船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古镇的荷塘观赏荷花。近日，秦岭深处的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古镇荷花
盛开，吸引游人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