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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过去15年，位于成都平原以西的四川
成都邛崃市农村人口居住形态发生重大
变化——5.07 万户、16.48 万人从数千个
林盘散居院落，搬进241个乡村集中居住
区，这占了全市农村人口的60.2%。从散
居到聚居，表面上看只是居住形态发生了
改变，但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原有的生产
生活秩序被打破，传统村、组、院落的组
织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基层治
理真空随之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新
家园显“初老”，治理的迫切性不断凸显。

今年初，邛崃市探索的“一强三优”
乡村集中居住区治理新路径在成都市党
建引领乡村集中居住区专项治理工作中
获得通报表扬。这套邛崃市在实践中总
结出来的系统打法，在全市整体推进，可
学好用，对全国各地乡村集中居住区的
有效治理有一定借鉴意义。

问题渐显，新家园显初老

距邛崃市区25公里的临济镇道佐社
区共有居民 4500余人，超过 3000人居住
在4个乡村集中居住区，掩映在隐隐青山
中的莲花寨小区便是其中之一。作为
2013年“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项目，
116 户村民从旧宅搬到这里开启新生
活。“新房子新邻居，大家既充满期待又
稍显紧张。”当年领钥匙时的心情，杨大
妈说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种隐约的不安首先来自居住形态
改变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从散居到聚
居，面临的是邻里关系的重建，生产生活
秩序的重构，这其中的适应过程无疑是
充满压力的。

邛崃市乡村集中居住区建设在全国
推进较早，2013 年左右是最后一波高
潮。据统计，与“4·20”芦山地震挂钩的
乡村集中居住区项目共有 82 个，占比
34%。在这之后，就只有零星几个项目上
马了。这意味着，大部分的乡村集中居
住区的年龄都不小了。其中，交房 15年
以上的就有84个，占比34.9%。

随着时间推移，新家园确实显“初
老”——硬件上，基础设施短板一一显
现，跟不上居民的现实需求，如小区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需要更多适老设施，不断
增加的汽车拥有家庭需要更多的泊车
位；精神上，小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意愿
不强，凝聚力不够，邻里矛盾时有发生；
风貌上，小区内私搭乱建、公共设施时有
损坏、环境脏乱差。

“当超过 60%的农村居民都进入小
区，乡村集中居住区的治理是否有效，直
接关系到整个乡村治理的成效，直接关
系到广大居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邛崃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初老”是表象，深究下去，就是群众没有
主心骨、管理没有承头人、秩序没有维
护者。

2021-2022年，在成都市委社治委统
一部署下，邛崃市按照试点先行、典型引
路、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思路，前期以36
个乡村集中居住区为试点蹚路子抓示范，
继而在全市全面推开“一强三优”乡村集
中居住区治理模式，即强组织、优机制、优
服务、优品质，取得显著成效。

一强铸魂，夯实治理根基

实践证明：一个有力的基层党组织，
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邛崃市 241
个乡村集中居住区，涉及 14个镇（街道）
的 73个村（社区），平均一个村有乡村集
中居住区3个以上，而且大部分属跨村混
居，显然以传统行政村为单位的基层党
组织体系已经难以满足当下乡村集中居
住区的治理需求。

若以小区为单位建立党组织，跨村
居住的党员政治、经济等权益又保留在
原村，两方组织关系如何协调？针对这
一现实问题，邛崃市按照本村本组单独
建、跨镇跨村挂靠建相结合的方式，实现

“居住型流入党员”不转组织关系、服从
“双重管理”、享受“双重权益”，建立党支
部（党小组）167个，为 6个确无党员无法
建组织的乡村集中居住区选派党建指导
员，真正确保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

在这一过程中，不少村（社区）党组
织主动根据现实需要作调整，内部不再
简单按地域分块协作，而是按照任务细
化分工。桑园镇向阳村有 12 个村民小
组，2个乡村集中居住区，党员 99人。向
阳村党总支就下设了产业发展党支部和
社区治理党支部，一个专心谋发展，一个
认真搞治理。“分工之后，党员干部精力
更聚焦，群众心里有着落，知道什么事儿
找什么人。”向阳村党总支书记李飞说。

健全乡村集中居住区党组织只是第
一步，为了防止党建与治理两张皮，邛崃
市将党建融入“微网实格”治理。在以楼
栋、院落、组团为单位合理划分的 589个
微网格上，开展微网格党建“五个一”专
项行动，即成立一个党小组、选好一个微
网格长、健全一本信息台账、动员一批骨
干党员、组建一个微信交流群，534名党
员主动担任微网格长，真正实现了党建
有平台，治理有抓手。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了发挥
每一名党员的作用，各基层党组织纷纷发
起双诺双评活动。3500余名小区党组织
班子成员和党员双向亮承诺、受评议，每
个小区都成立了自己的党员志愿服务
队。代办跑腿、防电诈讲座、环境清理等
各种活动在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带领下，在
各个乡村集中居住区搞了起来。

组织强了，群众就有了主心骨，乡村
集中居住区才不止于形，更有了魂。

三优赋能，提升治理实效

房前屋后的微菜园、郑重威严的议事
亭，走进邛崃市的乡村集中居住区，即使
没有“青山郭外斜”，仍然提醒着来客这里
不同于城市小区。这种介于传统乡土社
会与城市小区的独特状态，是乡村集中居
住区治理的难点所在，也是突破口所在。
邛崃市从优机制、优服务、优品质为乡村
集中居住区赋能，正是抓住了“七寸”。

一块不过几平方米的菜地能有多大
文章可作？小区公共绿化用地被居民无
序开垦成菜地，曾让莲花寨小区的管理者
很是头疼。如今，经过党员、居民、“四长

五老”组织召开网格议事会、院坝会协商，
形成了一套“微田园”的积分认领方案，即
小区规划开垦出微田园后，根据居民上一
年度参与小区公共事务获得的积分，决定
共享菜园的分配名额。“这样一来，不仅为
想种菜的小区居民找到了路径，而且还形
成了激励机制。”说起这一创新，负责莲花
寨小区管理的道佐社区汪沟支部书记杨
城不禁有些得意。

优机制着重继承发扬乡土社会的多
元协商传统，增强居民自治力；优服务则
借鉴城市小区的物业管理模式，实现小
区管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在实践中，
邛崃市探索形成了自管、带管、托管三类
管理方式。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192个
乡村集中居住区、1378名居民代表制定
自管章程、优化议事机制，通过自管委实
行自管；36个乡村集中居住区引入专业
物业企业进行专业带管；13个矛盾纠纷
复杂、居住人员背景多元的乡村集中居
住区由社区牵头托管。

人心齐了，机制顺了。该拆的拆，该
添的添，该修的修，该补的补。新增的
2.28 万个机动车停车泊位、80 余个非机
动车停车棚、900余个充电装置，彻底解
决了群众反映最突出的停车难问题，优
品质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车好停了，路灯亮起来了，小区环
境变美了，体育角谈心角建起来了……”
在成都工作的李先生每月都开车回家看
望父母，说起小区的变化，不由得竖起了
大拇指。

邛崃市社治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随着工作的深入推进，邛崃市又有新
动作——实施“十佳引领、百优示范、全
域提能”乡村集中居住区塑能培育行动，
打造更多形态优美、人文善美、关系和
美、服务完美、生活甜美的“五美”乡村集
中居住区治理点位。

治理有方，家园不老。从“初老”到
“五美”，邛崃市乡村集中居住区的华丽
蜕变就在眼前，看得见，摸得着。老百姓
生活洋溢着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真正
是治的是人居，聚的是人心。

治理民居 聚集人心
——四川省邛崃市“一强三优”乡村集中居住区治理观察

□□ 王红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星级创评活动，让我获得了‘技能增收星’的
荣誉。接下来我将扩大养殖规模，带领更多乡亲一起致富，争取早日当
上‘创业带富星’。”5月21日，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博野镇庄头营村建档
立卡脱贫群众李小亮自豪地说。

李小亮幼年父母离世，成年后外出打工，不幸触电受伤留下后遗症，
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被村里纳入贫困人口予以帮扶。在镇党委、政府和
村“两委”帮助下，他刻苦钻研养殖技术，利用金融帮扶小额贷款办起了
养羊场，成为十里八村小有名气的养殖能手。今年 5月份，经村“两委”
综合评定，被认定为脱贫户“技能增收星”。

“星级创评活动不仅要让脱贫群众‘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博野
镇党委书记宋万通说。该镇自年初在脱贫户开展星级创评活动以来，脱
贫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人人活出精气神、日子过得有滋味，
正成为全镇脱贫群众的目标追求。

今年以来，为激发脱贫户和监测户内生发展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博野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建档立卡脱贫户和监测户中开展星级创评
活动，以“收入上台阶、生活上档次、精神上品味”为主题，引导广大脱贫
户、监测户“怀感恩心、动勤劳手、走致富路”，促进乡村高效能治理、高品
位生活、高质量发展。评定标准分为基本星和奋进星两类。基本星要求
脱贫户和监测户要感恩尽责、自强自立，重在发挥约束作用，让群众心怀
感恩、守法重德。奋进星则是评选在技能增收、创业带富、孝老爱亲等方
面的优秀典型代表，重在发挥引导作用，让群众学有标兵、干有榜样。

在脱贫户星级创评活动开展过程中，博野县深入宣传创评意义、创
评标准、奖励措施，及时报道先进典型，组织志愿者进村入户开展活动，
积极营造“人人知晓、家家参与、户户争创”的浓厚氛围。在这期间，涌
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程委镇王庄村的脱贫群众王朴苏，多年如一
日精心照料瘫痪在床的老人，赢得村民广泛赞誉，被评为“孝老爱亲
星”。东墟镇陈村的脱贫群众王春梅，精心教育子女，含辛茹苦地将一
双儿女一个培养成了博士，一个培养成了硕士，成为乡亲们的美谈，被
评为“教育成才星”。

博野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张旺辉表示，在星级评定活动的基础上，全县将定期举办“奋
进星”先进事迹报告会，分享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子女上学、身体康复、卫生整洁等方面
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模范带头和辐射带动作用，传播凝聚正能量，让全县脱贫群
众学有榜样、追有方向、比有对象、超有目标，积极探索乡村治理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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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
秀萍）日前，全国妇联在京举行“激扬家国
情 奋斗新征程”中华好家风主题展览展
演活动，向2023年全国最美家庭代表颁发
证书，并赠送《习近平走进百姓家》一书。

活动现场展示了《习近平走进百姓
家》书中家庭的家风故事。湖南朱小红家
庭，作为“半条被子”故事主人公后代，一
家四代铭记“紧跟共产党走”的家训，在精
准脱贫政策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过上好
日子，并立志将“半条被子”的故事继续讲
下去，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广西王德利
家庭，传承革命先辈的奋勇向前精神，一
家人敢闯敢干发展葡萄种植产业，结束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局面，通过奋斗把日子
过得更有甜头。河南闫春光家庭，发扬
焦裕禄精神，在党的爱民利民政策指引
下摆脱贫困，成为村里致富带头人、焦裕
禄精神宣讲员。来自山西、吉林、重庆、
陕西等地的家庭还通过视频访谈和快
板、说唱、三句半等自编自演的文艺节
目，展现孝老爱亲、清廉传家、移风易俗
的优良家风。

当日揭幕的中华好家风主题展览，通
过丰富多样的展示形式和多媒体互动手
段，充分展示以先贤家风、红色家风、时代
新风为主要内容的中华好家风故事，并将
线上线下进行全国巡展。

中华好家风主题展览展演活动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