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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6 月 8 日电(记者李平)地处东
南沿海的浙江省，繁荣富庶。“浙”里的城市，因
不断创新发展，活力十足；“浙”里的农村，透出
浓浓的善治“味道”。

连成片的乡村善治风景

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在全县 490 个村
全面推广，桐乡市 211 个村(社区)均成立百姓
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群众参政议政组织；安
吉县围绕“众人事情众人商量”，在 209 个村构
建了“公开、参与、监督”三位一体的自治制
度……

近年来，顺应农村人口集聚、公共服务发
展、农民民主意识增强等趋势，浙江省坚持问
题导向，积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善治由点及面，已成风
景。

“鸡鸣两省”的安吉县高禹村，几年前还是
一个纠纷多、矛盾多、人心不齐的“乱村”。2011
年新一届村班子上任后，以乡村治理为切入点，
打造“所有讨论都参与、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
决定都签字、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财务都公
开”的“五个所有”乡村治理模式。如今，该村已
成为人心齐、发展面貌一年一个样的乡村振兴

标兵。
“在我们村，今年谁吃低保、谁获批宅基

地、谁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村工程花费多少
钱，都公示公开，村民对村务一清二楚。”高禹
村村民袁恩明说，村两委坦荡荡，村民内心亮
堂堂。

“高禹村仅是浙江省万千乡村善治的缩
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合作经济处副调研员
庞伟说，近年来，浙江省把基层协商民主建设
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村庄事
务“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已成为常
态，95% 以上矛盾纠纷和问题在镇村两级得
到妥善解决，幸福和谐的善治乡村在浙江大
地遍地开花。

往实里做、往细里做的乡村

善治格局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面对纷繁复杂的农
村事务，往细里做、往实里做，才能推动乡村
善治落地生根。

针对村里近年来项目增多的情况，为减
少村干部廉政风险、避免群众误解，高禹村明
文规定村两委干部及其近亲属不得参与村里
的任何工程，所有党员干部不得购置挖机，从

事相关经营等。
“2015 年以来，我们村还为腿脚不便、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专门办了每月一
期的村报，并投递到户。”72 岁的高禹村村民
郑海坤说，在村报上，他们能看到村里党务、
财务、村务公开及村重点工程进展、好人好事
等情况，信息透明让他们能有效参政议政、监
督村务。

在桐乡市桃园村，记者看到该村的“法治
小院”内不仅设置了人民调解室、心理疏导室
等单元，还有播放防诈骗传销、安全驾驶、维
权讨薪等法制节目的法治宣传室。

“我们村还有免费的律师服务团，每月 5
号和 25 号，律师来义务‘坐诊’，其他时间，村
民可通过电话或法律服务自助机，得到律师
的帮助。”桃园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峰说，“法治
小院”去年 11 月运行以来，村民学法、用法氛
围大增。

4 月 30 日，象山县泗洲头镇墩岙村网格
员鲍巧玲网上录入“村民反映门口的垃圾桶
小(只有 20 厘米高)，放不下那么多垃圾”的
“说事”信息后，5 天内，泗洲头镇将墩岙村的
垃圾桶全部更换。

“2018 年以来，象山县创新乡村治理方
式，将村民‘说事’与民情综合信息平台对接，
村民网上‘说事’后，平台将信息智能化派单给
相关部门处理，处理过程网络全留痕，处理结
果由村民来评价。”象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范焕平说，信息化平台有效破除了过去乡
村管理低效，村民对镇村两级所办之事难追
踪、难评价等问题。

乡村善治滋养醇厚民风

谈起村庄这几年的变化，象山县旭拱岙
村村民谢亚娣的话匣子就收不住。“七八年
前，我们村村容村貌差，赌博盛行，最多的一
天 110 接到 7 次报警。”谢亚娣说，经过这几
年的乡村治理，村里干净漂亮了，人与人之间
互帮互助。

谢亚娣口中的乡村治理，包括该村近年
来建立的村内工程招投标、村民代表党员联
户、村民说事、村民诚信指数等制度。

“特别是诚信指数考评制度很管用，对那些
爱赌博、不孝顺父母的村民，村里有约束惩戒机
制；对经常做好事的村民有加分，年终考核排名
前列的，还可享受银行无担保、无抵押的低息贷
款。”谢亚娣说，今年他们村自发捐资 2 .6 万多
元，成立救急救难基金，帮助困难乡亲。

走进桐乡市荣星村、越丰村等村，村民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是善治让我们村形成
了和谐幸福的氛围。”越丰村党委书记沈春雷
说，百姓参政团让村民产生村庄发展的主人
翁意识；道德评判团让村民知丑恶、明是非；
百事服务团催生群众间的互帮互助，让邻里
间亲如一家。

据了解，乡村善治还大大推进了浙江一
些农村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到了许多城市未
能做到的事。以安吉县横溪坞村为例，因垃圾
分类列入村规民约，全村日产垃圾量由过去
1 吨减少到现在 100 公斤，垃圾减量成效明
显。

“浙”里农村：浓浓的善治“味道”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韩朝阳)以德治“春风
化雨”，以法治“定分止争”，以自治“共治共享”，
近年来，河南汤阴落实、做精县域治理的三个
“妙招”，夯实乡村治理根基，促进乡村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

以德治“春风化雨”淳民风

62 岁的白营镇尧石得村村民韩保花春
节前“风光”了一把，她因两次捡到遗失物品
交还给村委会，被村里的“五风”建设监督评
议理事会评为 2018 年“村级榜样”。不仅大喇
叭广播宣传、奖励积分，村里还敲锣打鼓为她
送去荣誉证书，韩保花说：“做件好事，感到真
光荣。”

“做好事对孩子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
响。”村民尧天文是 2017 年的“村级榜样”，他
说：“不少好事都很小，奖品也不值啥钱，但宣传
正能量能鼓励人、影响人。”

村里组织村民开展立家规、传家训、美家风
活动时，尧天文定了一条“亲贤者远小人，重礼

仪讲诚信”的家训。“跟啥人学啥人，这是提醒
家人怎么为人处事。”看着家家户户门前的家
风家训，尧天文觉得村里风气变了，“越广播
宣传，村里做好事的人越多。”

汤阴注重榜样模范引领和文明实践培
育，近年来，累计评选榜样模范 3000 余人，褒
奖平常善举，放大微小感动，让“日行一善，小
善大德”成为新风尚。

“我们给榜样模范送牌匾，周围群众不是
吐酸水，而是真心赞美。”白营镇党委书记李
明说，“德治春风化雨，真正提升了村民的素
质，改变了民风。”

以法治“定分止争”促和谐

前不久，城关镇西关村矛盾调解委员会
成员王福庆一早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说想
跟他谈点事，但又吞吞吐吐不说详情。挂掉电
话，王福庆找到该村民所在小组的小组长了
解情况，原来是为了解决家中单身亲属赡养
问题。“家长里短多，村民爱面子，盲目介入不
一定有好效果。”王福庆说，“提前了解情况，
解决起来更有谱。”

选择村里有威望、处事公正的村民组成
矛盾调解委员会，汤阴构建“内消矛盾”的第
一道防线。

西关村是汤阴的城中村，租户多、商户
多，每年签租赁合同是一件繁琐事。“原来村
里花钱请律师处理经济纠纷。”村党支部书记
王玉飞说，“现在‘一村一法律顾问’，法律顾问
在签合同前就能帮我们把把关。”

村里的矛盾纠纷往往事不大，但有的涉
及法律问题。“根子是协调人的问题，需要耐
心，法理情相结合。”西关村法律顾问李杰说：
“法讲清了，理说通了，气捋顺了，矛盾也就好
解决了。”

村里调解简单纠纷，而城关司法所则常
碰到“疑难杂症”。“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
们主动介入，及时调解。”城关司法所所长冯
国军说：“就算调解不成，纠纷也要有人管，引
导村民走法律途径。”

汤阴还借助农民夜校打造普法平台。“讲
村民关心的问题，比如防网络诈骗等。”汤阴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任卫民说。

法律“走”进村，纠纷不出村，汤阴打通法
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法律在村民
心中“生根发芽”。

以自治“共治共享”建家园

韩庄镇北张贾村今年刚修订了村规民
约，红白喜事“反对铺张浪费”，村民要“积极

参加农民夜校”等内容写进了村规民约。
近年来，汤阴县有 298 个行政村修订村

规民约，出台婚丧嫁娶指导标准，建立健全
红白理事会，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
判，事事有人管”的自治局面。“一人一碗菜、
能省一万块”，新媳妇进门“第一课”集中学
孝道，村支书带头“零彩礼嫁女”，在豫北传
为佳话。

北张贾村正进行的绿化工程，曾想承
包给外边的公司干，但评估价要 180 余万
元，村里一合计，远不如村里自己干合算。
“公司要收文明施工费、场地平整费，成本
太高。”村支书张景海说，“低成本利用村里
的水、电、人力，整个工程 50 万元就能完
成。”

今年 3 月，因道路两侧绿化需要，白营镇
7 个村 112 户人家需要拆迁，各村通过农民
夜校把拆迁情况讲清讲透，集体签约第一天，
签约率就达到 95%。“道路两侧绿化、亮化，
沿线群众都是受益者，搬迁工作咱们得支
持。”村民张大军说。

“德治奠定道德基础，法治保障合法权
益，自治促进治理有序，三者相辅相成、相互
支撑，最终统一于‘人’这个核心，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汤阴县委书记宋
庆林说。

以德治“春风化雨”，以法治“定分止争”，以自治“共治共享”

河南汤阴三大“妙招”促乡村发展

▲ 5 月 29 日，尚可栋在黄河石林景区赶“驴的”。
68 岁的尚可栋是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中泉镇龙湾村村民，因为龙湾村毗邻著名的黄河

石林景区，十多年来，通过给前来旅游的中外游客当“驴的”司机，尚可栋家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据他介绍，在旅游旺季，他每天能带 4 趟游客，收入可达 300 多元。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赶着“驴的”

奔上致富路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于
文静)农业农村部 5日公布了
北京市顺义区“村规民约推进
协同治理”、天津市宝坻区“深
化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河北
省邯郸市肥乡区“红白喜事规
范管理”等 20 个乡村治理典
型案例，为各地推进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
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在农业
农村部 5 日举行的发布会上
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
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2019 年中央
一号文件要求完善乡村治理

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各地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因地制宜加强乡村治
理体系建设，涌现出了一批好做法、好经验。

张天佐说，当前，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正在深
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的思想观
念也在深刻变化。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总体还比
较薄弱，治理的方式、手段还不能有效适应形势
发展变化的需要。特别是一些地方农村的基层
党组织软弱涣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不
强，一些不良风气还比较盛行，迫切需要加强乡
村治理体系建设。

他表示，此次乡村治理案例是首次发布，既
有市、县层面开展的创新，也有村、镇层面的探
索实践，有效解决了乡村治理面临的一些难点、
痛点、堵点问题。随着各地关于乡村治理的实践
探索不断丰富，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研究和总
结各地典型做法，成熟一批、推介一批，鼓励各
地深入研究乡村治理规律，探索路径和方法，促
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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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拽马老行家，种麦撒葱栽过
瓜。瞅空轻描诗穗花，不图啥，一半儿
偷闲一半儿雅。”这首散曲是 69 岁的
农民诗人邢晨写给自己的“自画像”。

散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的新诗
体，大多来自民间，质朴俚俗。近年来，
随着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和乡村文化振
兴，沉寂多年的散曲在民间加速复苏。

位于滹沱河畔的山西省忻州市原平
市，涌现出中国第一个农民散曲社。

只有初中文化的邢晨，自 2008 年
起就是原平农民散曲社的社长，五年
前获得过全国农民散曲大赛的一等
奖。他家的客厅里摆着一个 1 米多宽
的书柜，书柜里装满了《全元曲》《全明
散曲》，茶几上还有一本翻烂了的《中
华新韵(十四韵)》。

起初，邢晨也不懂平仄和格律，只
是喜欢写顺口溜，全靠一位退休教师
王文奎的指点，才慢慢开始了创作。他
说，农民的生活丰富多彩，诗曲就像种
子撒在了肥沃的土地上。

农民散曲社成立以来，没有会费，
也没有经费，全靠自愿参加。农民诗人
创作的内容也是乡村风景和日常生
活，表达农家情调，记录生活变迁。

“挠羊汉”宋高柱针对部分基层干
部作风不实写道：“真真假假蒙蒙，嘻嘻怒怒嗔嗔，看看听听
问问。应应承承，来来去去匆匆。”

乡村医生王龙飞描写出诊经过：“翻山涉水爬坡，披星
戴月趟涡，串寨走村越壑。丹心似火，诊途咏诵高歌。”

只念了一年半书的杨素华回忆老母亲：“那年那月那冬
寒，闭户关门暖炕玩。母亲缝补灯陪伴，街邻给破衫。娘熬夜
絮新棉，千情注，万线连，衣旧也心欢。”

……
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散曲社，他们用展板的形式，

把部分农民的作品喷绘出来，每逢乡村庙会、赶集、婚宴、寿
诞等时机，就把展板放在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为了教会农民写诗作曲，他们利用农闲时节，走村串户
辅导，在小河旁开展诗曲讲座，在树荫下研讨作品，在街头
的白杨树下搭台赛诗。

为了方便相互交流，他们先后建立了 QQ 群、微信群、
公众号，每月统一发布宫调、曲牌、曲谱和主题，相互切磋推
敲。

农民散曲社越办越红火，喜欢打牌的村民、在街头闲聊
的老人、围着锅台转的妇女们纷纷入社，“夫妻同写诗”“母
女共吟咏”“姑嫂论高低”“父子打擂台”，社员逐渐发展至
300 多人，遍布当地 104 个村庄，社员里妇女占了近一半。

目前，原平农民散曲社已有 30 多人分别加入中国散曲
研究会、山西诗词学会和山西黄河散曲社。2017 年 4 月，原
平市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全国首家“中华散曲之乡”称号。

42 岁的大牛店村民邸梅兰说，诗曲让她多了一双发现
美的眼睛，更加热爱脚下的土地，正如她创作的散曲：“冬来
暖炕话桑麻，春到沙田点豆瓜。空闲时笔轻拿，谁不羡庄户
生涯？” (记者梁晓飞)新华社太原电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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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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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声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陈地)日前，四川省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在成都召开专题会议，决定加快培育壮大“10+3”
产业体系，擦亮四川农业大省的金字招牌。

据了解，“10+3”产业体系，即重点培育川粮(油)、川猪、
川茶、川薯、川药、川桑、川菜、川果、川鱼、川竹等十大特色
产业，做强现代种业、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烘干冷链物流等
三大先导性支撑产业。

“这是我们在对四川农业发展现状认真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形势和消费需求变化等，确定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且
产业基础独特、主导地位突出、区域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
大的重点产业。”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毛业雄说。

而为何选择三大先导性支撑产业，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负责人以冷链物流为例介绍，四川果蔬、肉类、水产品冷链
流通率已提升至 18%、33%、30%，但流通腐损率仍较高。
其中，采后商品化处理设施不足尤其突出。

据了解，为培育好“10+3”农业产业体系，从今年开始，
四川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还开发了 13 款专属信贷担保产
品。该产品包括“川粮(油)贷”“川猪贷”“川茶贷”等。担保对
象为从事十大农业特色产业和三大先导性支撑产业生产经
营且有真实融资担保需求的各类企业、组织和个人，重点聚
焦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
体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担保额度根据担保对象不同，控
制在 10 万元至 1000 万元之间。

建设“10+3”产业体系

助力四川乡村振兴

▲ 6 月 6 日，太阳镇的党员志愿者把农产品从合作社
的店铺里装运上冷链车，准备送往杭州城区。

当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的“悦农”农副产品
专业合作社的店铺正式开业，这也是当地打通农民种养殖
基地与城区消费端、助力农村百姓增收的重要途径。

2019 年初，为了解决乡镇农特产品小而散的问题，切
实提高老百姓收入，助力集体经济增收，浙江省杭州市临安
区太阳镇的 18 个村以集体入股形式成立了杭州“悦农”农
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目前该合作社已经与杭州多家院校及
企业合作，打开了农产品销路，帮助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农副产品合作社助力乡村百姓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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