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建个农村医疗服务社，
方便村民就医，这件好事不是一
声令下就能推行吗？还真不是。

2012年，接到镇里要在附近 8
个村中选择一个村建设农村医疗
服务社的消息，夏叶村党支部书
记张方鸣第一时间觉得，这是件
利民的好事，应该争取，但立马又
意识到，事情不能简单办。

这个医疗服务社占地 300 多
平方米，土地需要村里出；建设费
用，也要从村集体经济中支出，加
之“邻避效应”，服务社建在哪也
是个问题，“要让村民们参与进
来 ，不 能 低 估 大 家 的 觉 悟 和 智
慧。”

“起初，质疑声、反对声确实
有，但随着探讨的深入，大家的意
见越来越统一，不少村民还主动
提出办好这件事的建议。”张方鸣
说，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杆公平
秤。现在，这个医疗服务社每天接
待人次已不下于50人次。

替村民作主，村民不买账，村
委会工作难开展，村民对基层民
主也会失去热情。象山县搭建的

“村民说事”平台，变替民作主为
由民作主，让村民民主决策成为
现实。

还权赋能，民事民定。夏叶村
从中尝到了“甜头”。

一次“说事会”上，有村民提
出，最近村里吃的高山水有股怪
味，怕影响健康，建议将村里的水
接入镇级自来水管网。

夏叶村“两委”干部立马着手
调查，发现由于夏天气温高，树叶
落入水中极易腐烂，从而造成了
细菌超标。“村民的饮水安全是最
大的事”，“两委”班子立刻着手联
系镇自来水厂，希望将夏叶村引
入镇自来水管网。但由于自来水
厂的水价要远高于免费的山水，
许多村民表示不理解不支持，自
来水管网改造陷入了困境。

这件民生大事同样被搬上了
“说事会”，在村民畅议的同时，参
加说事的村民和村民代表被邀请
参观镇自来水厂，并带上山水在
实验室里直接化验。参观的村民
在观看了规范化、自动化、标准化
的自来水生产流程，看到了看似
天然无污染的高山水中其实很多
指标不合格的对比后，自发地在

“说事会”上做起了工作。半年后，
夏叶村的村民就喝上了干净、安
全的饮用水。

夏叶村的村干部们很是感

慨：如果是村两委会代为决定，不
一定能进行得这么顺利，村民也
不一定会这么爽快答应。

说起“村民说事”制度的好，
象山县当地的村民、村“两委”干
部都有一摞子话说。在他们看来，

“村民说事”搭建了协商民主新平
台，提供了诉求表达新渠道，开辟
了联系群众新窗口，创新了干部
评议新标准，破解了村务决策不
规范、矛盾纠纷化解难、服务群
众不到位、干好干坏一个样等系
列难题。

村民说事会上，说的不仅有
新农村建设中的大事，也有村民
家中的烦心事。杰上村村民赖月
花家附近先前有一处倒掉的房
子，因为一直没人管，白蚁滋
生，“我家的，邻居家的，一到
天热一开窗，白蚁全飞进来。”
赖月花说，我们在“说事会”反
映了这事，没多久房子拆了，一
切都好了。

据悉，2016 年，象山全县通
过 “ 村 民 说 事 ” 化 解 矛 盾 800
起 ， 实 现 农 村 信 访 同 比 下 降
31%，以“民事村办”方式办理
为民服务事项 1.6 万起，办结率
99.3%。

一个“ ”破解一大难题
●“村民说事”变替民作主为由民作主，让村民民主决策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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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文件
力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 《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
意见》 指出：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
主 义 协 商 民 主 建 设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加强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解
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化解矛
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利
于在基层群众中宣传党和政府的方
针 政 策 ， 努 力 形 成 共 识 ， 汇 聚 力
量，推动各项政策落实；有利于找
到群众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促进基层民主健康发展。

《意见》 对协商主体、形式、程
序、成果运用提出明确要求——

协商主体：基层政府及其派出
机 关 、 村 （社 区） 党 组 织 、 村

（居） 民委员会、村 （居） 务监督委
员会、村 （居） 民小组、驻村 （社
区） 单位、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
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
作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和当地户籍
居民、非户籍居民代表以及其他利
益相关方可以作为协商主体。专业
性、技术性较强的事项，可以邀请相
关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第三方
机构等进行论证评估。协商中应当重
视吸纳威望高、办事公道的老党员、
老干部、群众代表，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以及基层群团组织负
责人、社会工作者参与。

协商形式：坚持村 （居） 民会
议、村 （居） 民代表会议制度，规
范议事规程。结合参与主体情况和
具体协商事项，可以采取村 （居）
民议事会、村 （居） 民理事会、小
区协商、业主协商、村 （居） 民决
策听证、民主评议等形式，以民情
恳谈日、社区 （驻村） 警务室开放
日、村 （居） 民论坛、妇女之家等
为 平 台 ， 开 展 灵 活 多 样 的 协 商 活
动。推进城乡社区信息化建设，开
辟社情民意网络征集渠道，为城乡
居民搭建网络协商平台。

协商程序：村 （社 区） 党 组
织、村 （居） 民委员会在充分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协商议题，
确定参与协商的各类主体；通过多
种方式，向参与协商的各类主体提
前通报协商内容和相关信息；组织
开展协商，确保各类主体充分发表
意见建议，形成协商意见；组织实
施协商成果，向协商主体、利益相
关方和居民反馈落实情况等。对于
涉及面广、关注度高的事项，要经
过专题议事会、民主听证会等程序
进行协商。通过协商无法解决或存
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或事项，应当提
交村 （居） 民会议或村 （居） 民代
表会议决定。跨村 （社区） 协商的
协商程序，由乡镇、街道党委 （党
工委） 研究确定。

协商成果运用：建立协商成果
采 纳 、 落 实 和 反 馈 机 制 。 需 要 村

（社区） 落实的事项，村（社区）党组
织、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及时组织实
施，落实情况要在规定期限内通过村

（居）务公开栏、社区刊物、村（社区）
网络论坛等渠道公开，接受群众监
督。受政府或有关部门委托的协商事
项，协商结果要及时向基层政府或有
关部门报告，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要
认真研究吸纳，并以适当方式反馈。
对协商过程中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协
商 组 织 者 要 及 时 做 好 解 释 说 明 工
作。协商结果违反法律法规的，基
层政府应当依法纠正，并做好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

本报记者 王佳 通讯员 甬珉宣
图片由市民政局、西周镇提供

“村民说事”，是2009年象山县委探索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创新机制。
在近十年的实践与完善中，“村民说事”制度融合了“说事、议事、办事、评事”，在推行中密切了干群
关系，化解了矛盾纠纷，推动了农村发展。

“如今，‘说事’制度在象山县已是家喻户晓。无论大事小事，到说事会上畅说，成了当地村民的
一种习惯。”

7月下旬，宁波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副处长冯幼婷用这一现象，打开了“村民说事”
的话题。

村民为何如此看重“村民说事”这个平台？西周镇夏叶村村民代表张大毛的一番话颇有代表
性，“决策之前，大事小事充分协商，达成共识，促进决策。村民对直接关系自身利益的事，有发言权
和决定权。”

“村里的老年公寓投入使用了，200多处违章建筑拆除了，村庄变得整洁有序。”田岙老村的村
民，用发生在自己村里的变化，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村民说事”的好处：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大家的
事大家关心。

“村民说事”，为“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找到了一个有效载体。日前，这个“说事”制还得到了省
委、市委领导的充分肯定，正进一步深化完善，并准备在全市范围推广。

“村民说事”制度，缘于象山县
西周镇。

2009 年，一笔白溪水库引水工
程补偿款在西周镇杰下村掀起了
不小的“风浪”。在田间地头，在广
场小店，村民们总聚在一起窃窃私
语：“这个项目的资金分配不均”

“村干部一定私吞了补偿款”……
谣言越传越盛。

“村内信息不透明，村两委会
与村民沟通不畅，后果非常严重。”
时任杰下村党支部书记郑祖法直
言，如何“破题”，当时只有“自古华
山一条道”——公开，他们在村子
举行现场说事会，将白溪水库引水
工程补偿款的每一条去向用途摆
在桌面上，大白于村民面前。

与其事后“打补丁”，不如将功夫
下在事前——这场“风波”，也让西周
镇下定决心，在下辖村搞试点，搭建
让村民有地儿说话的沟通平台。

“村民说事”应运而生。“这个
‘说事儿’不拘形式，不限对象，只
要有事想说，村民们都可以定期定
点地和村干部们聚在一起‘说一
说’。”西周镇党委书记史建立回忆
道，当时，他们作出了三个“硬性规
定”：一则要定期定点说，每月 10
日、25 日为固定说事日，在村民说
事室公开说事；二则要“好好说”，
一个一个说；三则要说事内容全程
记录，并且归档。

“归档，是为了将来有迹可循；
好好说，是为了理性沟通。”史建立
坦言，通过理性表达、沟通和讨论，
方能实现求同存异，找到群众意愿

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有了这三项规定，在公众场

合，通过充分协商，更容易形成共
识。”近期，田岙老村便尝到了这一

“甜头”。
因村里遗留的“一户多宅”问

题，部分村民不愿意搬迁，田岙老
村整体复垦进度迟迟无法推进，这
件棘手事便搬上了村民说事会。支
持和不支持的村民围绕“一户多
宅”问题和整治、帮补政策，有谈好
处，谈成效，也有谈想法，谈要求，
不同意见交流碰撞，最终达成共
识。截至今年 7月上旬，田岙老村共
拆除违法建筑 200 余处，老村复垦
的前期工作圆满完成，村容村貌也
随之一新。

最初的好做法被固定了下来，
延续至今。有传承，自有创新，在
2010 年象山全县推广后的 7 年间，

“村民说事”制度得到了进一步深
化，“吸纳”了“村务会商”“民事村
办”“村事民评”，以“说”的公开、

“商”的规范、“办”的主动、“评”的
倒逼，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真正落
实到基层，兑现给百姓。

正因为有了这个平台，积极参
与村庄建设发展的村民是越来越
多。青山头村的村民说事会上，有
村民提出山路受损的问题，村“两
委”干部及时落实人员动工修筑，
破损山路修复平整。类似的故事不
胜枚举，刚过去的一年，象山全县
村民说事会递交思路对策类建议
便有 3600 余个，其中，近 3000 个得
到了采纳。

一个“ ”
打开一条新路

●“村民说事”不仅仅是说，基层民主看得见
摸得着

象山县探索实践“村民说
事”近10年，其间依托村干部包
片、党员联户制度，拓展了说事
方式，上门说、现场说、定期
说，进一步畅通村情民意反映收
集渠道。

在一次“说事”中，墩岙村村
干部得知一村民因身份证年龄错
误、导致高龄补贴迟拿了好几年的
情况后，多次往返镇派出所、县档
案局等部门进行认定，及时将高龄
补贴送上了门。“村民说事”打通了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象山县‘村民说事’是我
市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
和有效实现形式，也是农村基层
协商制度化的重要成果。通过

‘村民说事’，广大农村群众切实
看到了协商民主的作用和成效，
极大地增添了农村群众广泛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的信心与热情，为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
提升打下扎实的基础。”宁波市
民政局局长周忠贤说。

当然，新路仍需补足短板，
“村民说事”与村民代表会议决
策制度的衔接需要制度创新，党
员、村民代表联户过程中，如何
更加充分发挥每位党员、代表的
作用，还需在实践中慢慢完善。

象山县委、县政府在今年 6
月出台了 《关于深化完善“村民
说事”制度推进村级治理规范化
的意见》，就“村民说事”制度

的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工作要
求进一步细化。

为扎实推进“村民说事”，6
月下旬，结合新一届村主要干部
集中培训，象山县专门开设“村民
说事”课程，先后分 4 批次对镇乡

（街道）组织委员和 900 余位村主
要干部进行专题辅导培训，7 月，
又组织召开座谈会、交流会，通过
点上现场指导，继续推进。

象山县共有行政村 490 个，
目前，113 个村已确定为首批应
建成“村民说事”示范村。据
象山县委组织部、象山县民政
局介绍，象山县计划到年底，实
现全县各行政村“村民说事”制
度全覆盖。

一条“ ”得多方呵护
●“村民说事”与其他制度需集成，象山出台新政继续深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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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象山实践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象山实践————

““村民说事村民说事””：：民作主民作主 议民事议民事

村民们观看村民说事公开栏

横山村村民在说事会上畅说

夏叶村说事会现场，村民认真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