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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竹板，嗒嗒响，我把党的政策来宣讲，乡村治理提效能，三治融合促和谐……”近
日，在山东省乐陵市朱集镇中华枣博园的老枣树下，理论宣讲员用快板给群众宣讲乡村
治理等政策。近年来，乐陵市积极探索接地气、冒热气、易接受、好参与的宣讲模式，创
新打造“乐享听”“枣林自然课堂”等30多个理论宣讲品牌，组建起150余支宣讲队伍，开
展各类宣讲活动4000多场次，受众30万余人次，真正让群众坐得下、听得进、弄得懂、记
得牢。 贾鹏 龙晓峰 摄

□□ 贾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国庆假期过后的一天上午，秋雨后的
天气带着丝丝凉意，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
芒种桥乡董营村以孝治家大食堂内却暖意
融融，村里的老人们三三两两地赶来，欢聚
一堂共进午餐。“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包
饺子，还准备了那么多水果，现在的生活真
好。”董营村81岁的老人张爱云说。

当天，董营村以孝治家大食堂正式开
张，村里年轻人积极响应村“两委”的号召，

自愿给老人包饺子、准备水果，并担任志愿
者为老人服务。目前，村里有 30多位年轻
人加入志愿者队伍。走进以孝治家大食
堂，墙外的孝善文化墙、宣传标语等相得益
彰，孝老敬老成为村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爱心志愿者王公清是董营村村民，中
秋节放假前，他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在以孝
治家大食堂里忙碌。除了给村里的老人们
做饭，他还当起了村里的家风家教宣传
员。“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已，
能够和其他志愿者在后厨做饭，感到很幸
福，希望更多村民加入以孝治家大食堂，为

老人服务。”王公清说，以孝治家大食堂得
以推广，离不开芒种桥乡党委和政府的
支持。

“你瞧，挨着坐的这位 100岁老人是我
们村的曹桂英，右边这位是她 65岁的女儿
王秀兰，她们娘俩坐在一起爱拉拉呱。”董
营村党支部书记王克军在忙碌中介绍。“农
村很多老人的儿女在外地打工，老人没人
照顾。”芒种桥乡乡长赵爱华说，“我们办以
孝治家大食堂不仅给老人提供免费午饭，
更是为了让老人们在一起拉拉呱，让他们
有‘精神食粮’。”

据了解，在董营村以孝治家大食堂后
厨做饭的志愿者多是村里五六十岁的村
民，她们轮流值班给老人们做饭，有的负责
炒菜，有的在厨房打下手。“为我们服务的
志愿者很热情，让我们吃上香喷喷的饺子
和新鲜的水果，不仅免费，而且卫生。”吃过
午饭后，86岁的王允仁老人脸上露出了幸
福的笑容。

董营村以孝治家大食堂切实解决了村
中老人的用餐难问题，此外，以孝治家大食
堂还设置了农家书屋、棋牌娱乐室等，为老
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场所。

河南虞城县董营村：

以孝治家大食堂让老人吃出“幸福味道”

□□ 朱镁

“陇南罐罐茶，醇香苦味佳。晨起喝
几杯，一天都不乏。”一个小炉子，一只小
罐罐，一壶清水，一根筷子，罐罐茶有了最
初的形态。在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有一
句俗语，啥事情都能坐在热炕头上，煮一
杯罐罐茶解决。近两年，自西和县石峡镇
全面推行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以
来，镇村干部主动深入到群众家中，通过
与群众面对面坐热炕、煮罐罐茶说事，将
党的理论方针和各项惠民政策通过通俗
易懂的语言传达给群众，使矛盾纠纷得到
有效化解，关爱服务行动得到有效落实。

近日，在石峡镇高河村，两户村民因地
界纠纷发生争吵，村干部在详细了解来龙
去脉后，将双方组织在一户家中，“来，先喝
上一罐茶，咱坐下再说。”话说着，一杯茶一
喝，双方敞开心扉聊一聊，情绪也慢慢地平
复下来。经过村干部耐心调解，茶也喝薄
了，事也说和了。“能和群众喝罐罐茶，说明
群众对咱们干部认可，这种方式很接地
气！说农家话，察农家情，办农家事，看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全面掌握基层群众心

声，精准定位群众需求，有效解决群众困
难，必须走进群众生活，用他们易于接受的
方式开展工作，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高
河村党支部书记王高玉这样说。

基于各村炕头罐罐茶会取得的成效，
石峡镇按照《西和县开展陇南民事直说

“1234”工作法“整乡推进、整县提升、创树
品牌”行动推进计划》，于今年 4月在双庙
村将党群和美议事厅打造成罐罐茶说事
室，变“管理”为“服务”，变“民事”为“家
事”，变“群众”为“家人”，使喝罐罐茶成为
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媒介。通过这种接
地气的方式，让群众与干部面对面，在轻
松和谐的氛围中，慢慢放下顾虑，逐渐打
开“话匣子”。自双庙村推行罐罐茶说事
室以来，共解决群众说事事项 16件，调解
矛盾纠纷 6起，为群众办实事 5件。双庙
村党支部书记王爱军说：“在双庙村，和解
是从一杯罐罐茶开始的！”

据了解，下一步，石峡镇将充分利用
罐罐茶说事室，让群众通过围炉而坐、煮
茶聊天的方式，聊出邻里和谐，聊出乡风
文明，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稳定
的社会环境。

甘肃西和县石峡镇

茶喝薄了 事说和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 文/图

“这两年村里变化真大，不仅路电网
得到改善，村庄环境越来越好，党员干
部的办事效率也越来越高，韭菜、吴茱
萸、春香柚、蛋鸡养殖等产业发展也越
来越旺，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的样
子。”金秋时节，记者在江西省南昌市进
贤县泉岭乡前溪村采访时，村民饶小金
感慨道。

前溪村位于泉岭乡中北部，是“十三
五”市级脱贫村，全村辖7个自然村，11个
村民小组，户籍人口 757户 3088人，正式
党员48名。近年来，该村通过开展“七百
行动”、打造邻里中心、加强村民议事等
措施，团结带领全体村民扎实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致
力打造江西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七百行动”强化党建引领

“我年纪大了，这一砖一瓦我都有
感情，我不同意拆。”今年，前溪村计划
依托当地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将龚家自
然村打造成百草村。在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的过程中，驻村工作队通过串门走
访了解群众对于改造的诉求，并与设计
方进行沟通。在最终的设计稿中，计划
拆除村民龚国文家外搭的厨房，遭到龚
国文的反对。

“龚大爷，您家的外搭厨房影响了村
庄建设，拆掉是为了村里更好的发展，希
望您能从大局出发支持我们工作。”驻村
工作队与村干部一道来到龚国文家中多
次进行深入沟通，将拆除后改造效果向
龚国文展示，龚国文的态度从最初的强
烈反对到最后主动拆除了外搭厨房，并
积极参与村庄的改造工作。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近年来
前溪村的大变样得益于一支强有力的帮
扶队伍。2015 年，共青团南昌市委派驻
帮扶工作队进驻前溪村。初到前溪村，
工作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底。为了解
村民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驻村工作队
走访调研、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广
场庭院。靠着一个个脚印，对乡亲们的
急难愁盼有了直观的了解，逐步形成了
工作思路，获得了村民“接地气、能干活”
的评价，从“外来城里人”变成了“自己村
里人”。

“刚开始老百姓都认为他们只是来
过渡的，没想过村里会有什么变化，但是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发现他们真的是来
为前溪村干实事的。”前溪村村民饶良标
感慨地说。

多年来，在共青团南昌市委的指导

下，驻村工作队共整合争取道路整改、环
境整治、门塘改造等项目资金近 4000万
元，完成了房前屋后环境整治、道路硬
化、村庄绿化、污水净化、路灯亮化等工
作，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前溪村驻村第一书记郁林介绍，近年
来，驻村工作队与村干部一起，规范执行

“四议两公开”制度，在公告栏上亮出48名
党员的承诺，科学划分网格，确定党员联
系户，逐步总结出串百家门、解百家难、认
百家人、知百家情、办百家事、致百家富、
连百家心“七百行动”群众工作法，深入基
层为群众办实事，让前溪村完成了从“软
弱涣散”到“强筋壮骨”的华丽蝶变。

邻里中心提高服务效率

“自从村里建了邻里中心，无论是办
事，还是吃饭、看病、参加文化活动，认准
这里就行，不用再东奔西跑了。”前溪村
后曾自然村的游金女今年 74岁，是村里
的留守老人。

游金女所说的邻里中心位于前溪村
的中心位置。走进邻里中心，可以发现
这里设置了党群服务中心、健康小屋、一
老一小幸福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乡
村杂货铺、小学6大场景区。

在党群服务中心，农村宅基地申请、
法律援助等24项村级事务清单被挂在墙
上，供群众办事时参考，内部还设置了读
书区，方便群众在等候或闲暇时学习。
健康小屋里，每天都有村医值守，还定期
为村民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在一老一小
幸福中心，70 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只需
花费 150元，就可以解决一日三餐，留守
儿童也可以在这里学习、接受照料或参

加村内组织的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乡
村杂货铺门口挂着“江西·农商银行合作
商户”“快递驿站”“爱心超市”三块牌匾，
一旁的墙上还设置了积分明细和积分兑
换榜，村民在这里不仅可以用平时积攒
的积分兑换商品，还能收发快递、办理金
融业务等。

此外，前溪村还重点打造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明确组织架构、工作职责、
管理和工作制度，创建理论宣讲、乡村振
兴、乡风文明 3支志愿服务队，开展宣传
宣讲党的政策、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培育
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
推进移风易俗5类志愿活动，重点在文明
实践树新风和移风易俗破陋习两方面主
动作为。通过评先树优、示范带动、爱心
超市积分兑换、节日慰问等活动，激发村
民内生动力。据了解，村里近期办的3起
红白喜事，破除了铺张浪费、大操大办、
高额彩礼等陋习，平均每户节约了 2 万
多元。

“通过乡村邻里中心 6 大场景的打
造，我们将问诊就医、党群服务、老人颐
养、儿童活动、新时代文明活动、乡风文
明推进、电商购物、乡村金融、义务教育9
大功能集中在一起，实现前溪村全体村
民生活服务‘集约、开放、共享的 15分钟
便民服务圈’。”前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贾文说。

协商共治建设和美乡村

“现在村里打造得这么好，感觉就差
这条河了。”“500 多米的河道疏通，再加
上河两岸的景观建设，这可是一个大工
程，如果没有资金支持，恐怕不好开

展。”……近日，在前溪村议事馆内，前溪
村妇女主任杨小华和前曾自然村两名村
民小组长曾茂盛、曾根儿，党员曾雄女，
村民代表张红华齐聚一堂，就前曾自然
村的河道治理事宜进行商议。

据杨小华介绍，该河是前曾自然村村
民的“母亲河”，早些年大家在这里嬉戏、
洗衣服等。2000年后，随着河沙的沉积和
水草的疯长，河道逐渐变得堵塞，河水也
越来越浑浊。虽然每年都会组织村民清
理淤泥和水草，但仍然“治标不治本”。

为此，前溪村多次组织开展村民议
事会，邀请利益相关方交流讨论，提出合
理建议。杨小华介绍，目前解决问题的
关键还是资金问题，村“两委”正计划争
取部分项目资金，鼓励村民投工投劳，让
河流恢复往日的模样。

近年来，前溪村依托村民捐赠的宅
基地，在宗氏祠堂旁打造了村民议事馆，
推出遇事讨论、要事协商、难事帮忙的

“望闻问切”四字工作法。
其中，“望”是指通过听一听民情、

走一走现场、望一望实地，全面直观地
了解问题，也更容易摸索到好办法新点
子；“闻”是指按照“一户不漏、一丝不
苟”的要求，挨家挨户上门调查，面对面
倾听百姓心声；“问”是指对村民进行面
对面、心贴心地交流沟通，详细询问村
民的家长里短，针对走访过的村民进行

“回头看”；“切”是指突出重点难点，把
握关键处，针对村民普遍反映的问题，
与村民沟通协商，寻求解决办法，将行
动落到实处。

近年来，通过协商议事，统一发展思
路，前溪村结合地处南昌市近郊的区位
优势，充分利用村内闲置土地，因村制宜
推动种植产业发展，兴建韭菜、吴茱萸及
春香柚种植基地。

截至目前，韭菜种植基地 450亩，年
产韭菜近 1000 吨，吸纳村民就业约 40
人，村民每年可获得土地流转资金约 16
万元；吴茱萸种植基地 233亩，村委会每
年可获分红 3 万元；春香柚种植基地 50
亩，脱贫户每年可分红16800元。村里还
引入 316万元乡村振兴经费，新建占地 5
亩的蛋鸡养殖基地，现已养殖蛋鸡约 1.2
万只，预计鸡蛋年销售额 180万元，村委
会每年分红 7万元。在村级产业的辐射
带动下，前溪村 2022年村集体年收入 79
万元，带动务工人员年人均增收约 1.5
万元。

今年7月，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江
西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名单，前溪村
榜上有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解决好
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前溪村乡村
振兴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为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郁林说。

服务“邻距离”共治促和美
——江西南昌市进贤县前溪村乡村治理启示

□□ 梁蕙薇

近日，笔者走进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
土城村，村党总支书记邵先考正在更新9月
份党员“十二分制”积分结果，村里 86名党
员的加分、扣分情况一目了然。

“扣的分数终于‘赚回来了’，以后一定
按时参加支部学习，多参与村里的工作。”
土城村第一党支部党员小徐由于工作原
因，连续两次缺席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被扣
了2分。收到党支部书面提醒后，小徐利用
周末时间主动参与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帮助整改问题点位18处，经村党员大会
审议后把被扣的2分重新补上。

2017年，临海市全面推行农村党员“十
二分制”管理制度，以一年为周期，年初重

置基本分12分，每出现一次负面行为，就会
扣除相应分值，扣分达到 6分的，由村党组
织约谈提醒；扣分达到 9 分的，由乡镇（街
道）党（工）委进行警示谈话；扣分达到 12
分，则被作为不合格党员进行处置。在扣
分的同时，制定了销分清单，推动党员在服
务群众、基层治理等方面展现作为。

“十二分制”还把党员开展先锋承诺列
入记分项目，要求每一名党员每年必须公
开承诺为村集体或本村群众办一件实事、
好事，未完成的扣 6分。目前，全市农村党
员累计完成服务承诺事项12.7万余件。

“7 年过去了，曾经被一些人以为走过
场、一阵风的‘十二分制’，却发挥了实实在
在的作用，量化考评对每名党员的日常行
为有了实质性的约束。现在，村里党员的

规矩意识和纪律观念明显增强了。”邵先考
感叹道。

在积分激励下，农村党员的服务意识
迸发。近日，在汇溪镇仙人桥村，一场大型
党员志愿服务市集热闹开市。健康义诊、
法律援助、反诈宣传等 10余个便民公益展
位前挤满了村民，十分热闹。近年来，汇溪
镇将“十二分制”与党员志愿服务市集相结
合，采用党员“摆摊”、群众“赶集”的模式，
开展小家电维修、爱心义剪等暖心服务，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上盘镇短朱北自然村拆迁安置项目是
临海市红脚岩“千项万亿”新材料产业园前
期政策处理的主阵地，涉及短朱北自然村
99户411人的拆迁安置，由于村里老年人居
多，对政策规定不理解，给征迁工作带来了

不少困难。
上盘镇以“十二分制”管理为契机，引

导在村党员带头学政策、察民情、解矛盾。
村民金先富是一名老党员，他主动找到征
迁组，发挥自身人头熟、情况熟的优势，给
村民把道理讲明、把政策讲透。在金先富
等 20名党员的帮助下，短朱北自然村提前
一个月完成签约工作。

“‘十二分制’是农村党员的‘政治驾
照’，每项行为受监督，每次触碰要扣分。”
临海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处理不合
格党员，不是实行‘十二分制’管理的最终
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十二分制’激励党员
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使广大党员平常时
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
豁得出来。”

浙江临海市：

“十二分制”激发党员管理大能量

□□ 刘上

近年来，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
村积极倡导“家文化”，以“家文化”为魂，
通过建造村史馆、创办“婆媳澡堂”、设立

“老年人精神文明奖”和“操心费”等系列
创新举措，培育了文明乡风，让乡村振兴
有“面子”更有“里子”。

走进石家营村的村史馆，整体设计布
局以“家”字为原型，主题突出“家”的理
念，每个章节的文字和图片展示都在“家”
字的一笔一画上延伸而来。

村党支部书记胡国卿介绍，这个“家”
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在石家营传承“家”的
文化；二是指石家营的家史，也是村党支
部倡导建立的“石家营人三种关系”，即：
年长者是我们的父母，同龄人是我们的兄
妹，年幼者是我们的孩子；三是指每个人
的归宿是“家”。看着村史馆的俯瞰图，一
个大大的“家”字陈列布局，让人一下子明
白了石家营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含义。“村
史馆的建设，让‘以村为家’的理念根植在
了每个石家营人的心里。”村民陈静说。

为在全村范围内营造敬老爱老、文明
和谐的良好村风，石家营村建立“婆媳澡
堂”，免费向全体村民开放，前提是年轻人
必须陪着老人一起来洗澡，儿媳妇陪婆

婆、儿子陪着父亲、孙子陪着爷爷、孙女陪
着奶奶、家里没有老人的可以陪着邻居一
起来。通过洗澡拉近婆媳之间、邻里之
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婆婆跟儿媳妇一般都会有一点小摩
擦，通过洗澡，儿媳妇给婆婆搓搓背，摩擦
就过去了。”村民韩沙沙说。慢慢地，无论
是原本关系好的，还是起初不太情愿一起
来的，“婆媳澡堂”都增进或改善了他们之
间的关系，使家庭和美、邻里和睦。

在石家营村，老年人发挥着大作用，
多年来，该村坚持“老年人精神文明奖”和

“操心费”机制，通过家庭内部监督，让老
年人带动身边子女及租户加入精神文明
建设中，自觉践行垃圾分类、文明养犬、邻
里友善等文明行为。同时，该村还成立老
年志愿服务队开展日常巡查，形成了不文
明行为的常态化监督机制。这项创新有
效的举措，不仅提高了村民自治能力，还
助推人居环境整治、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
取得了新成效，大幅提升了村民的归属
感、获得感、幸福感。

眼下，在这个京郊的美丽乡村，家家
晒家风，户户定家训，石家营村用最质朴
的认知，在村民心中植入中华文明根深蒂
固的“家文化”，形成了一道道“家风景”，
撑起了社会好风气。

北京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村

“家文化”培育文明乡风

前溪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在议事馆内商讨前曾自然村河道治理事宜。

□□ 牛犇

近年来，山西省吕梁市岚县深入学
习和大力弘扬“浦江经验”，坚持领导干
部到基层一线、到矛盾最集中的现场，了
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满足群众心
愿，维护群众权益，推动基层治理取得显
著成效。

深度赋能，畅通信访渠道。构建群众
信访渠道，充分发挥信访工作的“减压阀”

“稳定器”作用，切实满足群众提出批评、
建议、申诉、举报等多元化需求。

示范攻坚，复杂问题带头办。聚焦经
济社会发展中暴露的土地征用、城市拆
迁、涉法涉诉、社会保障等社会矛盾和问
题，县级领导坚决发挥“关键少数”的重要
作用，带头领办情况最复杂、矛盾最尖锐
的信访热点难点问题。

清仓见底，陈年积案主动办。对重点
事项和重点信访人，依法分类，坚持法治
思维，精准交办，各尽所能。完善一事一
方案、一案一专班，逐案建账立册，清单管
理，挂图作战，调动各方面资源和积极性，
全力推进积案化解，切实减少信访存量。

坚持全面动员，广泛凝聚合力。岚县
坚持“枫桥经验”和“浦江经验”相结合，自
下而上、自上而下，制定出台《岚县重大疑
难复杂信访事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试行》

《关于开展访调对接的工作方案（试行）》，
从注重事后化解转变为事前预防，建立集
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涉诉信访
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完善
诉讼与非诉讼调解纠纷方式分流机制，积
极推行智能化诉讼风险评估，引导当事人
合理选择矛盾纠纷化解途径，实现社会风
险化解关口前移。

山西岚县

干部带头办实事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