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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治理能力 基层看

记者 戚原
通讯员 刘琴敏 王珂颖

在四川省广汉市高坪镇水

磨村，村民刘海全又来到水磨

子河边，打捞水里漂浮的垃

圾。刘海全并不是村里的清洁

工，也不是河道维护工，只因

热爱自己的家乡，想为村里的

环境卫生出一份力，让他不计

报酬主动参与村务管理。

从 2019 年初开始，广汉市

在水磨村着力打造“花田水

磨”示范点，让这里的生产生

活环境得到彻底改善。只有环

境建设好了不算好，村民的思

想意识也跟着转变才是真正变

好。而这一内生动力的变化，

正是源于广汉市倾力施行的

“清廉村居”建设。

走进水磨村，顺着一条青

石板路前行，沿途有潺潺流水

相伴，两边是灰瓦白墙的古朴

小院，院墙上画着群众生活日

常和广袤的乡野画卷。由鹅卵

石铺成的花台，随意中透着雅

致，一簇簇红的、黄的、粉的

鲜花正竞相开放，呈现出自然

和人文相得益彰的田园景观。

根据“清廉广汉”建设的

部署和规划，水磨村创新院落

自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

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型乡

村。水磨村规划打造“水磨·

廉苑”清廉村居微基地，因地

制宜融入清廉漫画、俗语、警

句等，传播清廉文化。

同时，创建院落长制治理模

式，以“1+N”为职责体系展开

工作。全村共选出 31 名院落

长，带动村民参与开展村务监

督、环境整治、疫情防控、政策

宣传，协调处理邻里纠纷等事务

处理协调，调动了村民参与基层

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019 年 5 月，水磨村在打

造“清廉村居”的过程中，为

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首先在“花田水磨”

院落开展了“最美家庭”寻找

活动。

“叶老板副食店”是当地出

了名的诚信店，老板叶富全从

19 岁开始就在水磨村 3 组经营

供销社双代店直到现在，50 年

里唯一不变的是他诚信经营的

理念。店里商品的进货渠道一

定是正规的，小商小贩的货

物、山寨产品坚决不卖，所有

供货商必须包售后服务，过期

的产品必须退回，这样就保证

了副食店所有货物的质量，50

年来从没顾客因质量问题找上

门。

水磨村按照孝亲敬老道德

美、创业增收生活美、家庭和

睦心灵美、诚实守信风尚美4项

标准进行民主评选，评选出孝

老家庭、创业家庭、和谐家

庭、诚信家庭共39户。

这 段 时 间 ， 经 过 加 紧 施

工，村委会内部、外部硬件提

升和环境卫生等工作已接近尾

声，正在规范各种制度上墙。

村民苏英福一有空就来看看工

程进度，并主动帮忙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工作。

为破解村级小型项目建设监

督难题，在广汉市纪委监委和高

坪镇指导下，水磨村实行“一指

导三监督”工作法，构建上级监

督+同级监督+群众监督的立体

式工程项目监督体系。“一指

导”即加强上级指导。“三监

督”即监委会监督、监督团监

督、群众监督3种监督方式。

水磨村按照“一项目一组

建”的原则，在项目开工前组

建一支由有威信的老党员、村

（社区）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

以及在项目建设方面的“能人

巧匠”组成的项目建设监督

团，对村级小型项目建设全过

程跟踪监督，确保工程质量。

同时，进一步拓宽村民参与监

督的渠道，细化公示项目与公

示流程，有效确保村级小型项

目建设在“阳光”下规范运行。

此外，水磨村在广泛征求

党员和村民代表意见的基础

上，修改完善了“村规民约”，

建立了村“两委”廉勤基础档

案，及时监测、掌控其廉洁自

律和勤政为民的情况。

现在水磨村里的大小事，

村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村“两委”和党员代表在一起

商议，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不

能解决的通过村“两委”及时

给村民解释，并想办法尽快解

决。水磨村也成为广汉市打造

“清廉村居”试点，净化基层政

治生态，实现监察“最后一公

里”全覆盖的成功范例。

花田水磨清风吹
——四川广汉市高坪镇水磨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乡村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李江舟

5月1日，安徽省桐城市情系爱心联合会的

志愿者来到新增助学申请的学生小婷、小良家

中走访慰问。志愿者们一致认定姐弟俩符合资

助条件，每年他们将会获得 2400 元爱心助学

金，年底还会有1000元的爱心红包，为这个困

难家庭带来希望和曙光。

“爱心助学是我们情系的主要志愿服务项

目，通过志愿者上门走访，将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捐助带给困难学生。”桐城市情系爱心联合

会会长疏毅介绍，16年来，情系爱心联合会共

发展100余名志愿者，2000余名爱心会员，累计

资助了2600余名困难学生，共募集到各种爱心

款3000余万元。

近年来，桐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志愿服务队

伍，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大力

培育扶持志愿服务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全市

注册志愿者人数9.9万余人，志愿团体410个。

桐城市文明办主任陆为兵表示：“通过资源

整合、丰富载体、强化培训、完善奖励机制等

多种方式，促进全市志愿服务活动迈向规范

化、专业化、常态化。”

“与孩子交谈时必须注意方法，要呵护并鼓

励孩子。不得伤害孩子自尊心，也不要助长了

孩子的依赖思想……”情系爱心联合会秘书长

李妮近日在给志愿者培训时说道，志愿服务仅

靠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还要通过专业培训，提

升志愿者的素质和技能，才能更好地开展帮扶。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

热情，建立和完善志愿服务工作长效机制，桐

城市印发《志愿服务回馈激励办法》，明确了志

愿者星级认定标准和对应的回馈内容，并对社

区爱心超市每年补助1万元，用于兑现志愿服务

积分。同时，常态化开展身边好人评选活动，

全市共有中国好人7人，安徽省道德模范2人，安徽好人23人。

陆为兵介绍，为了让志愿服务能够长期、有序进行下去，桐城市组

织策划了“我们的节日”“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科普惠民乡村行”等

10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重点志愿服务项目，在全市上下形成了活动开展

与志愿服务并行的良性循环。

“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让志愿服务不仅仅停留在捐钱捐物、邻里

互助的环节，而是上升到一种全社会的精神需求和自觉行为，真正做到践

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洪长久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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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

越丰村的老年活动中心，老人

们歇夏休闲，交谈正欢；办事

大厅中，工作人员正忙着帮村

民办事……一派和谐的景象。

这是乡村治理新理念结出的

硕果。这里，被不少人称为自

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

发源地，是浙江声乃至全国乡村

治理的样板。

早在2013年，越丰村就开始

探索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而撬动越丰

村主动探索创新的，则是拆迁工

作。“三改一拆”“五水共治”、高

铁桐乡站建设以及乡村公路建设

等工程的开展，为越丰村发展带

来了新机遇，同时也引出了不少

矛盾和纠纷，治村急需有效抓手

和平台。

在上级的支持下，越丰村

探索推出了百姓议事会、道德

评判团、百事服务团 3 个基层治

理平台。百姓议事会，让村民

在房屋拆迁、村庄建设等重大

问 题 上 有 了 知 情 权 、 参 与 权 、

建 议 权 ， 形 成 “ 大 事 一 起 干 ”

的良性机制；道德评判团，利

用评判团成员在村里的威望和

个人道德品格，以理服人，强

化道德约束力和道德引领，形

成 “ 好 坏 大 家 判 ” 的 民 间 氛

围；百事服务团，发动有一技

之长的村民，搭建便民利民服

务平台，为村民解决日常小问

题，调动村民自治积极性，形

成“事事有人管”的互助局面。

高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朱岳

明认为，“三治融合”充分调动了

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在某些方面比行政命

令更加管用、更加有效。

如今，越丰村抓住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机遇，对原来的“三

团”模式进行提升，进一步发挥

乡贤能人、法律人士的作用，强

化村民自治与政府管理、社会治

理有机结合，构建了“一约、两

会、三团”的乡村治理模式升级

版。

“乡村振兴要尊重广大农民意

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

动力。”越丰村党委书记沈春雷

说，设立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

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为

了激发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实现大家的事大家

一起来办。

越丰村扎实开展“三治融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探

索农村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促进产业发展和乡

风 文 明 同 步 推 进 。“ 大 事 一 起

干 、 好 坏 大 家 判 、 事 事 有 人

管”“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

春风化雨、以自治内消矛盾”，

这些治村经验，让越丰村实现

了多年来信访事件与行政诉讼

案 件 零 发 生 ， 矛 盾 纠 纷 零 上

交。一个和谐美丽、治理有效

的生活环境，大大提升了村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

群众的事情靠群众
——浙江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三治融合”构建乡村善治新格局

记者 郑义

本报讯 日前，云南省昆明市

营商环境红黑榜2020年第1期（总

第三期） 发布，盘龙区、呈贡区、

宜良县进入红榜，嵩明县、高新

区、滇池度假区进入黑榜。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务服务

局局长李江介绍，此次榜单由第三

方机构北京零点公司评估完成。其

中，市级 26 个指标中，缴纳税

费、招标投标、开办企业综合得分

排名前三，进入红榜；知识产权、

信用建设、办理破产综合得分排名

后三，进入黑榜。

根据评估结果，上红榜的市级

指标牵头部门和责任单位，对本指

标的评价内容和涉及重点工作有深

刻的认识和研究，对于指标涉及的

重要政策制定了操作性强的工作方

案，有明确的责任分工，且各项任

务均有序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

进入黑榜的市级指标，存在相关牵

头部门和责任单位未按照政策要求

执行相关工作，未制定有针对性的

工作方案，政策推进缓慢等方面的

问题。

目前，昆明市已开展了3期红

黑榜评价。2019 年 10 月首次发布

后，全市各级各部门积极对标对

表，梳理出需要进一步整改落实的

问题共计 187 项，提出整改举措

314项，强力推动本地本指标营商

环境问题整改，努力补齐短板。

李江表示，下一步，昆明市将

不断完善评价机制和指标体系，进

一步丰富数据采集方式，持续推进

红黑榜动态跟踪评估，实现营商环

境指标评价全覆盖。

昆明市发布2020年第一期营商环境红黑榜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丁永宏

本报讯 疫情之下，山东省

济宁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借助大

数据，筛选出符合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政策的企业清单，并开展

“政策敲门”行动，变企业找政

策为政策找企业。

济宁市设立了 320 人的服务

专员队伍主动对接企业，在用工

保障、政策咨询等方面提供精准

服务。通过短信群发、一对一电

话等方式告知企业申报政策。一

些政策更是免申请、免材料、零

跑腿。

济宁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失

业服务科科长岳阳表示，通过对

企业缴纳失业保险费用情况、裁

员率等信息比对分析，他们初步

筛选出 6031 家符合稳岗返还政策

的企业，目前已落实 5865 家，返

还资金1.04亿元。

济宁市经济运行应急保障指

挥部成立了政策研究专班，对中

央和省、市出台的支持企业发展

的各项政策进行研读，重点推进

税费减免、社保用工等惠企政策

落到实处。

政策研究专班负责人、济宁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董亚宁介

绍，截至目前，专班共收集整理

各级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发展相关

的政策105个，并邀请相关部门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为企业开展政策

解读宣讲和培训辅导。与此同

时，济宁市还借助万名干部“四

进”攻坚行动和驻企联络员制度

优势，开展送政策上门活动；利

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专栏”、

济宁市新旧动能转换可视化督导

服务平台、济宁市惠企政策“一

网通服”平台等，及时发布推送

政策。

山东济宁市“政策敲门”精准惠企

记者 张伟伟
通讯员 王小华 卢春桃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省盐

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积极巩固文明

创建成果，着力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居环境

整治等工作相结合，形成了文明创

建工作常态化的良好氛围。

作为文明创建工作的主战场、

主阵地，大中街道承担着城区23个

社区和1个农贸市场的文明创建任

务，其中涉及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

区达200多个。从2019年开始，大

中街道每年投资1000多万元，聘用

4个有资质的物业公司进行常态化

的卫生保洁、车辆停放等日常管

理。同时，对城乡结合部、近郊

村、新团集镇和重要路段，持续开

展拉网式排查，排出问题迅速整

改，确保环境有序整洁。

大 中 街 道 充 分 发 动 热 心 居

民、社区党员、志愿者等群体，

通过微信微博、政务党务公开

栏、文化墙、橱窗显示屏、文化

大舞台等载体，全方位多角度宣

传文明创建。大中街道成立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并

在各村居、各单位组建了志愿者

服务队伍。目前，大中街道拥有

文明实践活动志愿者人数达 1600

多人，志愿者队伍60多个。

大中街道以社区邻里节、我

们的节日等活动为载体，不断强

化正能量培育，让文明新风树起

来。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充分发挥文明实践志愿者作

用，大力开展道德讲堂、结对关

爱等活动。同时，大中街道充分

发挥 《新大中》 内刊、广播大喇

叭、微信群等宣传平台的优势，

持续加大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知

识、文明礼仪、行为规范的宣传

力度。结合疫情防控，印发宣传

手册，宣传和劝导村民勤洗手、

戴口罩、不出门，遵守文明礼

仪，有效提升了全街道市民文明

素养。

江苏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文明创建常态化

日前，辽宁省凤城市红旗镇党委副书记田礼军、沈氏草莓种植合作社董事长沈喜顺夫妻驱车300

多公里，带着新采摘的草莓来到沈阳辽慈矫型康复医院，送给辽宁省慈善总会资助的30余名小儿脑瘫

救治儿童。 记者 王官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