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横峰县金鸡村
———党建引领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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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天气晴朗。村前，山坡

上是才种下的油茶树，山下是刚

刚收割过的稻田。

“等犁完地，就要种油菜

啦。”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青板

乡金鸡村党支部书记李勇说。

金鸡村坐落在金鸡山脚下，

方志敏等革命先烈曾在这里战

斗过。

如何传承好红色基因、助力

乡村振兴？李勇总结出一个顺口

溜：“建强支部，连心到户，四微

组织好服务，村美业兴百姓富。”

2022年，按照县里规划，金
鸡村开始推进红色农旅示范带

建设。发展农旅产业，先要打造

美丽乡村。可是，村里主干道泥

泞狭窄，一些村民还在自家门口

建了宽大的晒谷场，或多或少侵

占了公共空间。

李勇从隔壁村调来没多久，

就召集村里党员，联合村小组

长，组织村里的“五老人员”等成

立了村民理事会。

接着，村党支部和村民理事

会一起向村民发出号召：“切割门

前过大的晒谷场，空出公共面

积。”党员、村民理事会成员带头，

36户村民主动让出门前面积。
门前虽窄了，但道路宽了。

如今，穿村而过的马路平坦通

畅，从村头直通到村委会，沿路

还规划了小广场、停车场、村史

馆和议事亭。

今年，横峰县开展“大抓基

层年”工作。以党建为引领，金鸡

村将村党小组、村民小组、村民

理事会、村志愿者协会联合起

来，以“党建+四微组织”的方式，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全村 504户
划分为 6个网格，30余名党员干
部成为网格员，包联到户。

村里一面墙上，贴着一张

“连心牌”，公布了包联干部的联

系方式，并附有连心群二维码。

在村委会，翻开李勇的走访日

志，户主家庭情况、走访记录、群

众困难诉求等信息一目了然。

“每名包联干部包户约 20
家，每月至少遍访一次。”李勇表

示，入户干部填写民情日志，汇

总民情台账，每半个月召开民情

分析会，讨论群众反映的问题，

提出解决意见。

今年夏天，村里为壮大集体

经济考虑引进鳗鱼养殖产业，需

流转土地 230亩。群众大会上，
政策宣讲完，到签字时，大家却

犹豫起来。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带着

民情日志，李勇走访村民时多留

了心。

“听说这个有污染。”“土地承

包费好像有点低。”针对群众心中

的疑惑，当月民情分析会上，李勇

和干部们商量后认为，“耳听不如

眼见。”接着，村里组织 8名村民代
表，到隔壁县鳗鱼养殖基地参观。

“经过走访才知道，鳗鱼养殖

对水质要求高。企业有环评批复，

尾水处理设备齐全。”村民杨章贵

参观回来后，很快就签了字。

如今，杨章贵在新建的养殖

基地工作，在家门口就能挣到

钱。“家里十来亩地，一亩流转

500多元，流转费用还随年限增
长。现在基地建成，我还能在这

里打工。”杨章贵说。

今年以来，金鸡村已解决群

众反映的各类问题 180余个，其

中排查调处矛盾纠纷 26 起，反
馈群众意见 23条。
“推进‘大抓基层年’工作，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提升基层治理和基层服务的

能力和水平。党员干部‘精准包

联、连心到户’，解决问题常态

化、走进群众制度化，以看得见、

摸得着的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横峰县委书记潘■表示。

（据《人民日报》）

空气清冽、地面整洁，初冬

时节，走进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郭城驿镇红堡子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广场，新修的乡村大舞台

上，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管委会红

色艺术团正在演出。

1936年 10月，中国工农红
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

台堡胜利会师，长征精神在这片

土地上生根发芽，世代相传。

近年来，红堡子村将红色资

源转化为发展资源，用红色基因

为乡村振兴强心铸魂，被评为

“全国文明村”。

乡村大舞台上演出多，村民

最爱的，还要数红色艺术团的系

列演出。

“红色艺术团的节目中，《征

粮》最受欢迎，再现了当年发生

在我们镇上的故事。”村民马贵

堂介绍，1936年，北上红军抵达
这里时，村民纷纷捐粮捐款，支

援红军，“我们永远不忘红军的

恩情。”

“为让村民看懂，我们编排

节目时尽量口语化，每逢节会和

重大活动，都去村上演出。”会宁

会师旧址管委会宣教科科长陈

建欣说，近年来，红色艺术团通

过歌舞、朗诵、说书、快板等形

式，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火起来。

在会宁县，红色文化正走上

更多、更广的舞台。通过新建及整

改提升，全县实现村级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文化广场全覆盖。

乡风淳朴，离不开榜样带

动。每年，红堡子村都会公布勤

俭孝和“四德”榜，也会公布上榜

村民的事迹。

“大家都以上榜为荣，潜移

默化间，树立了勤劳致富、节约

俭朴、孝老爱亲、文明和谐的家

风民风价值导向。”村党委书记

齐占虎介绍，村里还开设了“孝

道讲堂”，举办孝道文化讲座。据

统计，2014年以来，全村共评选
出 132名村民荣登“四德”榜。

乡风文明，也吸引着村民返

乡助力振兴。在外工作几十年的

村民王东良，退休后返回家乡，

捐出数百万元资金，以及多年来

收集的红军遗物、陶器文物、老

农具、党报党刊等，把自家院子

建成集农家书屋、博物馆、红色

文化纪念馆为一体的文化场所。

“村容村貌好了，文化建设

强了，大家的精神面貌越来越

好。我很开心，这事儿没白做。”

王东良说。

目前，会宁县所有村、社区

全部完善了村规民约和居民公

约，建成“村史馆”“乡村记忆

馆”“农耕文化博物馆”等 9个。
全县共创建县级文明村 175个，
占比 62%；县级文明乡镇 23个，
占比 82%。 （据《人民日报》）

在上海浦东川沙新镇的杜

尹村，一度困扰村民的“停车

难、停车乱”问题，已经得到了

有效治理。这背后是由村党总

支牵头，通过民主推进、项目运

作、智能管理、人性施策等措

施，“封闭式”智能停车收费管

理在各队组实现了全覆盖。

能不能让乡村和城市小区

一样拥有物业管理？浦东率先

探索推动农村地区物业化管

理服务提质增能。其中，川沙

新镇遵循“党建引领、村民自

治、联合运作、多方参与”的原

则，不断健全农村地区的物业

化管理治理体制机制，通过服

务标准高、服务品质优的管理

模式，营造安全有序、环境优

美、设施完善、生活便利、绿色

宜居的农村人居环境，以物业

服务“走心”，促进乡村治理

“入心”。

分层建网，激活引擎

镇层面，建立工作专班；村

层面，设立物业化管理联合体；

队组层面，搭建队组党建组织

架构……在农村物业化管理服

务方面，川沙新镇分层建网，激

活引擎，让组织更有力。

据了解，川沙新镇党委多

次开展专题研究，出台了《关于

推进川沙新镇农村地区物业化

管理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文件，组建由镇党委书记、镇长

为双组长的工作专班，负责科

学把握辖区规划、面积、人口、

诉求等实际，按需分类施策，有

序推进。

在村一级，村党组织书记

担任物业化管理联合体的组

长，党组织副书记担任副组长，

河道养护、全日制保洁、区域化

养护、林业养护等单位以及村

级志愿者等担任主要成员。联

合体负责做好设施设备保养维

修、公共区域日常保洁、公共绿

化养护修剪、垃圾收集清运等

规范化养护管理，接受镇统一

管理和评估。

队组层面则健全“村党总

支—微网格党支部—队组党小

组”的村级党组织体系，把居住

在同一或相邻队组的党员组织

起来，建立队组党小组，并将工

作重点聚焦在队组两类人员

上：一方面抓住“年轻人”，注重

把村里 35 周岁以下、大专学历
以上的年轻党员选配为队组党

小组长；另一方面则抓住“手艺

人”，鼓励有一技之长的党员群

众参与队组党建工作中，充分

给予展示平台。

资源共享，联动服务

依托区域化党建联盟的资

源共享，川沙新镇的物业服务

“出城入乡”变得更加顺畅。在

村党建微矩阵基础上，川沙新

镇整合了水电气网、城区物业、

河道养护等专业单位和城管、

公安、市场监管等执法部门，开

展“共同守护”农村区域化党建

行动。

“共同守护”行动，为全镇

42个村提供燃气排查、电力抢
修、设施养护等服务项目和群

租整治、食品安全宣传等工作

内容，解决各类基本民生问题。

此外，各联盟单位还会通过季

度联席会议，重点汇集村民诉

求，共同研究方案，实现多方联

动巡查、联动分析、联动处置、

联动服务。

“红色物业阵地”还建到了

多个村的队组，围绕“15分钟社
区生活圈”建设，将各队组党群

服务点变身为“邻里驿站”，由

村干部或队组党小组长任站

长，负责站点日常开放和维护。

站内开设便民图书角、小家电

维修、业务咨询办理等多项基

础惠民服务，并通过党务公开

栏公布辖区物业化管理服务清

单和联系方式。村干部、队组党

小组长、党代表、双报到党员、

志愿者等轮流驻站接待，第一

时间对接联系，为村民提供便

民物业服务。

在七灶村，升级推出的队

组“小六长”工作法汇聚了党小

组长、队组长、双报到党员等力

量担任“小宅长”“小河长”“小

路长”“小林长”“小田长”“小院

长”，管理相应队组的村宅、河

道、道路、田地等，夯实管理服

务基础。

此外，各村还充分发挥党

小组长、党员、队组长、村民代

表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

势，挖掘本村“能工巧匠”，组建

“红色应急队”，通过自主巡查、

友情劝阻、及时汇报、共商对策

等，快速发现、商议、协调、解决

各类问题，提升全时段应急处

置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不同

村庄的实际情况，川沙新镇还

专门设置了“一份标准”规范

引导，让各村因地制宜，分队

组选择“基础型”或“标准型”

物业化管理服务模式，同时鼓

励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对管理

服务内容、方式、标准等守正

创新。其中，选择“基础型”模

式的村由物业化管理联合体提

供养护、便民、巡查等基本物

业项目，社区整合区域市场资

源，提供缺项“点单”服务，联

合实现“一键式”服务送上门。

选择“标准型”的村则叠加设

置智能道闸、高清夜视探头等

技防设备，做好各类应用场景

开发。

“一网统管”的智慧管理模

式，也成为支撑推动农村物业

化管理服务的利器。结合“智慧

川沙”人房地等应用场景，川沙

新镇形成了村域人员、房屋、土

地、林业等动态数据库，并进行

多色管理，做到“一屏观天下、

一网管全村”，实现以房管人、

以人管事，提升农村物业化管

理智能水平和处理效率。

（据《文汇报》）

甘肃会宁县郭城驿镇红堡子村
———红色文化凝聚乡村振兴精气神

以“小物业”促进“大治理”

上海浦东川沙探索打通乡村治理“神经末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