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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树善治典型 发挥示范效应
——2024年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综述

刘杰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乡村治理是国家
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重要内容和保障。2019年以来，五批155
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近年
来全国乡村治理工作的实践成果、创新经
验，为各地树立了学习借鉴的样板。

为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
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
水平不断提升，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农业
农村部联合发布了2024年度党建引领乡村
治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共有 46 个，主要
聚焦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健全治理体系、创
新务实管用治理方式、解决痛点堵点问题、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5个方面，为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多有益的借
鉴。

党建引领、“三治”结合，健全治理体系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无
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
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
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

黑龙江省宝清县构建村党组织书记选、
育、管、用专业化管理机制，推动干事创业。
江苏省张家港市善港村建强“村党委—自然
村（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党群共
治”的组织根系，推进组织根系全覆盖、自治
机制全贯通、多元力量全参与。浙江省淳安
县构建党建、发展、幸福联合体，推动强基固
本、共同富裕、民生优享。安徽省临泉县创
新“有事找书记”机制，做到网格管理全覆
盖、便民卡发放全范围、矛盾问题全收集、诉
求办理全闭环。山东省莱阳市姜疃镇创新

“初心、公心、耐心、爱心、决心、真心”工作法
强化党建引领，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共富共享。湖南省永州
市回龙圩管理区构建“党小组+村民小组+
理事小组+合作小组”的“党小组+”组织体
系，推进“和美屋场”建设。广东省惠州市惠
阳区从组织体系、权责关系、管理模式三方
面规范村民小组运行机制，让党的领导贯穿
到“神经末梢”。重庆市石柱县桥头镇探索
实施“支部联建共绘蓝图、企地联手共聚资
源、产业联盟共育业态、利益联结共同富裕、
基层联治共享幸福”万企兴万村行动，促进
改革发展。甘肃省兰州新区推进“强基固
本”工程，坚持明责定权、夯基固本和多元共
治，减负、赋能、增效同向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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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案例综合运用村规民约、法律政策、道德舆

论等方式，不断拓展“三治”结合的领域。
山西省洪洞县创新推行“联手说事”制

度，凝聚党员、干部、群众多方力量，形成群
策群力、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江苏省泰兴
市宣堡镇引导群众自己立、自觉守、自主拓

“规约”，引领乡村文明新风尚。安徽省绩溪
县围绕“心气更和顺、生活更和美、社会更和
谐、党群更和鸣”目标，创新“立、传、做”家风
培育法。山东省沂南县开展同心共建行动，
推动党群干群政治同向、思想同频、目标同
创、行动同力。山东省莱西市深化拓展“莱
西经验”，形成农村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发
展融合、治理融合、服务融合的乡村治理模
式。湖北省云梦县从规范日常管理、健全工
作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三方面加强“法律明
白人”队伍建设，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
定。重庆市长寿区海棠镇以院落“微治理”
为切入点，探索班子、路子、面子、里子、台子

“五子共建”乡村治理方式。西藏自治区曲
松县下洛村党组织统筹已有治理资源，完善
传导、激励等机制，探索雪域高原治理新方
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余丁村搭建民
意征集平台，在“小事简商、急事快商、难事
众商”分类议事机制中推动“三治”结合。

创新方式、建设平台，提升治理能力

乡村治理工作抓的是软件，务的是实
效，要想取得明显成效，需要具体、具象、规
范的抓手载体。部分案例结合当地实际，创
新探索出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不仅深受基
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欢迎，也具备很强的借鉴
推广价值。

天津市蓟州区马道村将村民消暑纳凉
的休息点建成汇民意、解难题、办实事的“民
情气象站”，打通收集民情、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内蒙古自治区科右中旗围绕

“村里人讲村里事、村里事教育身边人”打造
《村闻联播》节目，奏响文明乡风好声音。江
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在各镇村推行和美乡村
物业化管理，探索形成“事情自商自定、人员
自选自聘、资金自筹自用、效果自评自议”方
式，使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湖北省
利川市探索举办“邻里议事会”，引导群众主
动说事、集体议事、相互评事，解决“谁来议”

“议什么”“怎么议”“如何用”等问题。四川
省富顺县以村民小组内小聚居、户数适宜的

“湾子”为基础，建设“乡情小院”，激活“湾
子”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网格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
台。部分案例探索加强平台建设，实现数据
和服务互联互通、互动互享。

浙江省慈溪市以“群治分”数字化治理
应用平台为载体，创新“积分+信用分”激励
机制，高效整合政府、企业、群众等各方力
量，营造了全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良好氛围。
福建省福安市南安村健全网格化服务管理，
用好法官工作室、评议员队伍、便民路线图、
邻里连心树 4 个载体，整合建设“罗江微治
理”平台，提升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
性。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创新探
索“党建+网格化+数字化”三维治理方式，
以网格化架构、智能化平台、制度化体系激
活群众共建共治的内生动力。四川省借助
企业力量，开发“川善治”微信小程序并在全
省推广运用，实现村级重大事项集思广益、
村级有用信息在线查看、群众难题在线处
理，截至2025年3月，“川善治”已入驻村（社
区）2.8万个，服务群众832.9万人。

疏通堵点、化解纠纷，夯实振兴根基

当前，乡村治理中还存在不少难点、痛
点、堵点，比如“小马拉大车”、办事不便、养
老困难、婚丧陋习等。部分案例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针对农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研究破解问题的办法，努力补齐农村民
生短板，为农民提供便捷服务。

为破解基层“小马拉大车”难题，上海市
崇明区从为“车”减负、为“马”增能、为治理
提效、为治理强基四个维度发力；浙江省杭
州市以清单化管理明确基层职责边界，构建
以事前、事中、事后三道递进式减负关口为
核心的“防火墙”机制，建立“数据+应用+平
台”的“数智减负”一张网；山东省淄博市在
乡镇（街道）层面创新推行“上门问事、下沉
议事、一线办事”工作机制；针对基层填报报
表负担重的问题，湖北省枣阳市探索推行

“一套表”改革，形成一套报表管总、一个平
台共享的数据获取模式。面对农村老龄化、
空心化趋势加大的情况，福建省罗源县健全
党建引领、问需于民和多元参与机制，破解

“怎么建强堡垒”“怎么精准服务”“怎么共治
共享”等问题；河南省民权县麻花庄村聚焦
用活“一约四会”、弘扬传统美德、破除陈规
陋习、凝聚发展合力，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针对农
村留守儿童放学后无人看护的问题，探索开
办“四点半课堂”。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田阳区五指山老乡家园社区构建“农事城
办”服务机制，破解搬迁群众办事难、就医入
学难、融入难、致富难等问题。重庆市巫溪
县文峰镇按照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无事
酒”不办的原则，打好移风易俗“组合拳”。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推行红色物业

进村，破解农村基础设施建、管、用等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
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加强和改进人民
信访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
协调、权益保障通道。部分案例聚焦完善
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
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
态。

北京市密云区通过党建引领“一贯到
底”、各方力量“一键上门”、工作开展“一轴
联动”，创新建立区、镇、村三级“说法评理”
平台。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以“分类+清单”

“常态+动态”“联动+实效”为着力点，构建
“3 类问题联解、6 项举措联用、5 大保障联
抓”的“365”乡村治理机制。安徽省桐城市
将六尺巷典故蕴含的和为贵精神融入基层
治理，创新推出以“党建领事、群众说事、多
元解事、礼让和事、网格管事、群力防事”为
基本内容的“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福建
省华安县仙都镇用好用活“四对比、五算账”
群众工作法，推进落实“善用‘对比算账’抓
预防、巧用‘对比算账’解难题、活用‘对比算
账’促满意”的工作机制。河南省鹤壁市淇
滨区钜桥镇创新推行“选、进、稳、调、清”五
步农村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法，努力实现事心
双解，平复基层“斗气”。陕西省宜川县云岩
镇针对土地纠纷难化解等问题，创新推出

“以株代亩”分田法，整合资源平整土地，将
新栽苹果树按株分配到户，亩界变株界。青
海省海晏县金滩乡推行矛盾纠纷“六小”化
解法，聚焦小隐患、小纠纷、小环境、小问题、
小案件、小需求，从日常“小切口”解决民生

“大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以“和
安”品牌创建为统领，构建多部门联动、多途
径调解、市乡村贯通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社会矛盾风险防控体系。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四师 64 团依托“石榴籽”品牌调解
室，通过“1+4+N”模式，即由司法所1名少
数民族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指导，配备汉、维、
回、塔塔尔族专职调解员各1名，统筹辖区N
名连队（社区）优秀的各民族调解员力量，将
群众内部矛盾消除在萌芽。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做好已发布典型案例的宣传推介和成果
转化，持续发掘新的典型案例，成熟一批推
介一批，打造治理有效的“金字招牌”，充分
发挥其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同时，鼓励各
地深入研究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办法举
措，探索有效治理的路径方法，着力提升
乡村治理能力，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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