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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漫步村中，村口祝福广场

的“社戏大舞台”上，村民们正

在排演越剧；河道中乌篷船往

来穿梭；岸边，“闰土与猹”的雕

塑栩栩如生……

“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中之重。”安桥头村

党总支部书记宣明德深有感

触。随着“千万工程”持续推

进，安桥头村发展路径明晰起

来：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依

托江南水韵原貌，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从 2018年起，安桥头村着
力提升村容村貌，改善村内环

境，构建文学场景打卡地、艺术

乡村诗意栖居地、田园童趣体

验地等特色旅游目的地。2020
年，鲁迅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创

作基地落户安桥头村。以鲁迅

经典作品为灵感，学生们通过

绘画、雕塑、动漫等形式艺术呈

现，吸引了不少游客。

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

基地也落在安桥头村。学生们

不仅在村里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还为安桥头村设计了文化

礼堂，古朴雅致的礼堂与村中

环境相得益彰。村干部黄丽说：

“大学生来到村里，为乡村注入

了新鲜活力，还带来了许多好

点子。”在学生们的倡议下，文

化礼堂里定期举办普法讲座、

宣讲“枫桥经验”等内容，“大家

法律意识强了，矛盾少了，文明

乡风越来越浓。”黄丽说。

“村里来了大学生，就是不

一样。”村民樊大根喜欢往老年

学堂跑，“这里有书法培训班，还

有越剧班、舞蹈班，课程丰富，不

单是我，大伙儿都愿意来。”

如今的安桥头村，文旅融

合发展成了新亮点。望乡楼、闰

土的瓜田、梦回平桥公园等景

观，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接触水

乡生活；迅哥菜园给了游客体

验田园生活的场景。

村民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

丰富了。婀娜多姿的旗袍走秀、

宛转悠扬的越剧演出、诙谐幽

默的鹦哥戏……每到周末，社

戏大舞台上总是节目不断，村

民在台上演得热闹，游客在台

下看得开心。“我们这个戏台，

周周有节目。”今年 69岁的村
民陈月仙参加了越剧班和舞蹈

队，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去年 11月，安桥头村第一
届“水乡社戏节”活动成功举

办，陈月仙和姐妹们也参与其

中，还原了儿时鲁迅去赵庄看

戏的热闹场景，观众游客把广

场围得水泄不通。

安桥头村搭上文化旅游的

“顺风车”，在村口开出了饭店、

米酒馆等新馆子。“有村民做了

乌豇豆糕，6天卖了近 2000元，
还有村民摆摊卖干菜饼，一个

节假日卖了上千元。”宣明德介

绍，村里人尝到了文旅融合的

甜头。

“随着‘千万工程’深入推

进，村里的文旅产业发展越来

越好。”宣明德说，去年 9 月，
从鲁迅故居到安桥头村的公

交旅游专线开通，来自上海、

杭州、宁波的游客更多了。今

年“五一”假期，安桥头村累计

接待游客 3 万人次，相关收入
近 20 万元。

2021年初，该村被列入绍
兴 13个“乡村振兴先行村”创
建村之一。“未来，我们将开发

深度文化旅游，打造特色民宿，

同时，进一步做好研学游，争取

让更多游客愿意来、留得下。”

宣明德说。 （据《人民日报》）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安桥头村———文旅融合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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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体系更完善

宽阔的村道，整洁的路面，一

幢幢花园式别墅整齐排列……初

夏，漫步在台州市黄岩区南城

街道山前村，映入眼帘的是这

样一幅画面。

村民张蓉丽说，15年前，这
里小作坊乱搭乱建，各种垃圾

成堆，河道沟渠污染严重，村民

怨声载道，被称为“水窟塘”。后

来，村党支部书记带领 20多名
党员，以个人名义向银行抵押

贷款 650万元用于该村发展，使
山前逐渐走上致富路。

“群众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将心比心，付出真心，才能赢得

民心！”山前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张胜荣表示，他们村建

立了党员联系户制度，从 2018
年开始实行“党建+网格”治理
模式，把全村划分为 3个党建
网格和 7个网格党小组，将支
部建在网格上，严格落实党领

导下的议事流程。

乡村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广

的系统工程，必须毫不动摇地

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工作

的领导。20年来，台州市各地紧
紧围绕“以党建为引领”这一核

心，奋力推动村基层党支部和

党员在“千万工程”中当好组织

者、先行者———

在台州路桥桐屿街道小稠

村，党员们积极探索“党建+电
商”等发展模式，建立党群创业

互助“一帮五带”机制，使小稠

从一个贫困村一跃成为富裕

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比 20年前
增长了 200多倍；在台州温岭，
各乡镇（街道）强化党的组织覆

盖和工作覆盖纵深下沉，推动

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不断延

伸，形成了“一切工作到支部，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良好治

理格局。

深化“三治”作用
基层治理基础更扎实

“时间到了，我们出发吧！”

带好手电筒、橡皮棍，戴上红袖

套，路桥横街镇份水村村民娄建

华等人在村部门口集合后，便开

始了例行的夜间义务巡逻。

份水村地处横街镇东北

角，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

外来人口众多，治安状况复

杂。从 2011年开始，该村率先
推行村民“自治巡逻”模式———

发动全体村民义务参加巡逻，

实行全村联动，每家每户出 1
人，每晚由村专职巡逻队员带

领 1 至 2 名村民进行巡逻；全
村共 310户，平均一年每家每
户巡逻 2天。
“在完成规定路线巡逻外，

我们的巡逻队员还要深入每家

每户的房前屋后，进行防盗等

安全检查。”娄建华说，对于义

务巡逻，村民们均持支持态度，

以前村里经常有盗窃发生，现

在几乎销声匿迹。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

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2003 年
以来，台州市各地在实践中努

力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者

有机结合并推动三者相互配

合、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其间

还在全国率先探索村民代表

履职规范化和社会工作名家

工作室建设，在浙江省率先制

定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人选

政治审核办法、“邻距里”社区

服务综合体星级评定办法等

制度，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格局。

台州是中华和合文化发

源地，发展的开放包容、文化

的和合圆融，造就了一大批有

德才、有名望的乡贤。2021 年
以来，台州市以新乡贤调解室

为阵地，新乡贤“和合”调解服

务团为依托，统筹打好“解困

助调、走访助调、驻点调解、集

中调解、联合调解”等新乡贤

助力矛盾纠纷调解组合拳，积

极回应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需，

为“千万工程”顺利推进筑牢

稳定根基。

大数据赋能
基层治理逐步走向“智治”

近日，温岭市新河镇社会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工作人

员，接到该镇智慧治理集成中

心的“派单”任务，称该镇某村

发生一起纠纷事件。3分钟后，
由派出所、行政执法等多部门

组成的联勤处置组和事发地网

格团队共同赶到现场处置并成

功调解。

如此高效迅速，正是大数

据赋能的生动实践。而在三年

前，这类“看得见、管不着、报不

上”的问题，是该镇的一件“头

疼事”。“在破除基层治理盲区

的过程中，我们以‘141’体系迭
代升级为牵引，依托乡镇综合

信息指挥室，推动基层力量联

勤联动，构建多渠道事件快速

处置闭环。”新河镇党委副书记

蔡禹说。

依托“基层治理四平台”设

立的“新河 e智芯”，包含发现问
题、信息归集、流转交办、协调

联动、研判预警、应急处置、评

价反馈等功能，配套建立“归口

管理、分类分办、急事即办、缓

事盯办”的基层治理事项闭环

处置机制，目前该平台在解决

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重点

场所安全监管等领域发挥了重

大作用，从源头上实现控矛盾、

化纠纷、保平安，让治理效能最

大化。

对基层治理来讲，数字化

既是牵引力，也是加速度。“千

万工程”实施 20年来，台州市的
农村管理正逐步向智慧治理转

变，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

腿”，乡村治理信息化、精准化

水平不断提升。在台州椒江洪

家街道兆桥村等地，如今，村民

们只要手机扫一扫“村情一码

通”或浏览相关网页，便可知晓

该村党务、村务和财务。

（据《台州日报》）

以“基层善治”夯实“中国之治”

台州：绘就乡村治理新画卷

”

不久前，司法部、

民政部公布命

名了第九批“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名

单，台州 5个村（社区）

入选。至此，台州市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达 22个、省级以上

民主法治村（社区）达

444个。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

理的重心，基层强则国

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2003年以来，台州市不

断深化“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积极推进

乡村治理从“政府单向

管理”向“社会多元主体

协商共治”转变。

经过 20年的不懈

努力，如今，台州现代乡

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

策体系基本形成，以党

组织为引领的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明显加强，乡

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加速

推进，治理方式手段不

断创新，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

提升。

“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

临河的小村庄……”中学课本《社戏》中的内容

耳熟能详，曾经的平桥村今天啥模样？

鲁迅先生笔下的“平桥村”，现在是浙江省绍兴市越城

区安桥头村。来到这里，稻田碧绿，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一

派美丽乡村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