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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山 “ 警 民 说 事 室 ” 为 百 姓
“说理了事”。

▼余姚“明伟老娘舅”让矛盾纠纷
“不出村、不上交”。

法治乡村建设
如何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如何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先行

记者 何峰 通讯员 吕汉杰

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农村是难点，也是关键。

近些年，我市着力践行“法助共富 法护平安”，由点到线到面推进智

慧、高效、民主、和谐的法治乡村建设。尤其是去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宁

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条例》，作为我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促进性

立法，对乡镇法治政府建设、乡村自治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服务与

保障等方面作了规定，使得农村各项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村容村貌有了较大

改观、社会风气不断好转、基层组织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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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法治是基础。依法治理，是村
庄治理的基石，也是农村发展的前提。

余姚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的起
源地之一。试点开始时，梨洲街道明伟村
依靠党建引领，着力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和农村基层法治化，使明伟村从一个集体
经济年收入不足 10 万元的“困窘村”，变
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从班子软弱涣散
的“破大船”变成了攻坚克难的“尖刀
班”，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浙
江省文明村、浙江省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示范村等 60 多项荣誉称号。

村庄能不能健康发展，首先要看能不
能规范权力运行。为更好地规范小微权
力，明伟村印制了 《小微权力规范运行操
作手册》，并发放给每一位村民；村监会
成员列席周一例会，负责监督村干部的各
项工作、审核村内各项工程、审议村集体
经济的各项支出。“即便是一包茶叶、一
笔工钱、一个杯子，都要上报且经村监会
审议。”明伟村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村的
收支被严格限定在制度的框架下。

随着村民选举权、管理权、决策权得
以保障，明伟村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热情高
涨，干群联系更加密切，形成干群互动的
良性循环，为村庄发展营造了健康的社会
环境，助力农村新发展。

明伟村的做法，是余姚推行阳光村务的
生动写照。余姚制定“全面清权”清单，
对照村级班子成员职责，对党务、村务、

“三资”、公共服务、人事用工等五大类 32
项农村基层权力事项，逐项设置运行流程、
绘制流程图、列出廉政风险点，并按民主

决策程序，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汇编成册、付诸实施。

事实上，对于规范村级小微权力，我
市一直领跑全国。宁海县于 2014 年开始
探索 《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给
村级小微权力套上“紧箍”。该清单涵盖
了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等 19 项村级公共权
力事项，以及村民宅基地审批等 17 项便
民服务事项，基本实现了对村级组织和村
干部小微权力内容的全覆盖。2018 年，

“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被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

2018 年，按照“最多跑一次”改革
要 求 ， 宁 海 县 修 改 完 善 28 项 流 程 ， 归
并、取消 11 项权力事项，新增 《宁海县
财政主要惠农政策清单 15 条》 以及村务
监督履职规范等监督事项。2020 年，因
机构改革、政策调整等造成的变化，修改
主要流程及要求 18处，重新编制 《惠农补
助清单 17 条》。去年，借助数字化改革的

“东风”，迭代升级形成浙江省基层公权力
全程在线审批应用 （宁海县村级小微权力
36条多跨场景应用），实现多端协同、场景
多样的数字政务新模式。自该应用上线以
来，各功能模块共产生数据58991条，其中
村级工程项目 2822 条、资产资源 5504 条、
村级采购 8077 条、劳务用工 16011 条、用
章管理1760条，触发红色预警243次。

“只有实现法治，才能逐步形成‘农
村经济发展更有活力，乡村社会治理更趋
和谐，基层民主权利更有保障，基层政治
生态更为清廉’的良好乡村治理格局，进
一步充实社会治理的法律与道德底蕴。”
市普法办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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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村庄发展法治基础

眼下，正是蛏子丰收的季节，如何防
范线上销售的法律风险？让宁海长街一些
蛏子养殖户发愁。看着一张张订单，养殖
户们在法律顾问“e 服务微信群”发起了
咨询。

“注意保存线上销售合同，同时也可以
借助第三方交易平台缔结合同，以证明是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遇到问题主动与客户
联系协商，以免遭到投诉。”听着农村法律
顾问的解答，长街镇九江村村民老陈悬着
的心终于落了地，他对公共法律视频服务
赞不绝口，“以前遇到法律问题，自己不知
道怎么办，现在有了视频服务，我只要有
需求，法律顾问就能第一时间给我解答，
很是方便。”这样的视频对接点，在宁海实
现了乡镇 （街道） 全覆盖，深受村民好评。

“群众有需求，我们来解答。”今年 3
月份以来，宁海农村法律顾问通过微信群
解答养殖户、种植户相关法律咨询 1000
余次。宁海县司法局早在 2019 年就开始
探索在乡村设立“法治诊所”，吸纳农村
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等
加入“法治诊所”，放置公共法律服务自助
机，提供矛盾纠纷调处、法律咨询解答
等，为村民提供“家门口”的法律服务。
去年，该县又在“枫桥式”司法所设立 24
小时“法超市”，给群众带去实实在在的便
利。目前，宁海县已实现农村法律顾问全
覆盖，近3年来，累计提供法律服务1.16万
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3206 件，为农
民挽回经济损失 5998 万余元。

法律服务和法治环境，不像产业项目

那样直接为乡村创造财富，
却是在持续缩小城乡差距、区
域差距、收入差距的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保障。“法治能为乡
村造就开放稳定的发展环境，
加快农村生产力发展，助力招商
引资，有效盘活村集体资产，为
村民提供更多创业平台、就业机
会 ， 同 时 保 护 农 村 的 经 济 活 动 ，
保障村集体和村民的合法权益，使
得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农民
生活日渐富裕。”市司法局相关负责
人说，如今的乡村，涉农案件的矛盾
集中点多出现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农村社会
秩序等领域，通过“乡村振兴”+“司
法服务”，司法行政部门与联系部门、
乡村加快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司法职
能，可以妥善处理涉农纠纷，维护乡村
社会稳定和发展。

近年来，我市司法部门通过数字赋
能，将一个个“数字化”的公共法律服
务 平 台 打 造 成 为 “ 法 助 共 富 ” 的 新 利
器，有效提升了法律服务质效。

余姚精心打造农村法律顾问站，推
出“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在网格化开展
村巷田头、小微企业走访，实现生产经营
全流程法律指导的同时，打造线上服务平
台，做到了农村法律顾问“e 服务微信
群”全覆盖，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在线法
治宣传、在线法律援助等，让公共法律服
务 24 小时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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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保障农村共同富裕

法治观念要深入人心，首先必须有足
够的宣传场所。我市除了因地制宜建设法制
辅导站、法律图书角、法制宣传栏等特色
宣传阵地外，还花大力气建设法治公园。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县、镇、村三级法
治文化示范阵地676个，数量居全省之冠。

“立足余姚深厚的法治文化底蕴，我
们重点打造了王阳明法治思想展示馆、黄
宗羲法治思想基地，并在乡村人群密集处
新建了 36 个法治文化长廊、法治文化公
园等，集经济实用、教育普法于一体。”
余姚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普法阵地建设上，我市注重线上线
下的融合。鄞州区云龙镇“掌上治村”平
台，将“云课堂”“村务听证”“村务问
政”“村规民约”“老林说法”“老林调
解”等纳入其中，通过“律云 online”法
律服务程序，为村民提供“问律师”“找
调解”“办公证”“寻鉴定”等优质法律服
务，平台开通至今，线上咨询法律知识、
提供意见建议等互动已有 700 余次。

乡村普法，人才是关键。“有了平台载
体，谁去普法，成为打通法律下乡的关键
环节。”市普法办负责人介绍，这些年，我
市一方面组织专业人员下沉一线普法，另
一方面在村庄培育“法律明白人”“法治带
头人”和调解员，提升乡村普法的覆盖面。

宁海启动“乡村法律课堂”“百名执
法干部讲百堂法治课”等活动，邀请全县
百名执法干部、律师、讲师团成员、人民
调解员等，就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经常碰到
的宅基地纠纷、重大事项实施、征地纠纷
等问题，开展释法工作。

象山深化法律顾问、政法干警下基层
活动，推行“律师 E 说事”“警民说事”

“法官说案”“检察官说法”，将村级矛盾
化解导入“法治”轨道。同时，结合“最
多跑一次”“反诈”“一打三整治”等宣传
活动，实施“百名律师千场法治讲座”、
法治宣传进农村文化礼堂、普法志愿
者进村入户等专项活动，实现普法
工作到村、进户、见人。此外，
该县发挥法治人才以情说法、
以理释法作用，全面实施

“法治带头人”“遵法学
法守法用法示范户”
培养工程，成功
培 育 “ 法 治

带头人”422名、“法律明白人”402名。
我市通过精准普法，逐步建立了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的普法新思维。去年，
我市利用 《宁波市法治乡村建设促进条
例》 出台契机，宣传聚焦农民群众生活
生产中遇到的热点法律问题，如基层
选举、土地征用、社会保险以及婚姻
家庭、物权法上的相邻关系处理等，
重点宣传普及 《民法典》《选举法》

《土地承包法》 等相关的法律知识。
我市各地依托乡镇矛盾调处中

心，在各级民主法治村成立矛调
站，实行窗口坐班、在线服务同
步，着力推进基层组织依法决
策 、 依 法 行 政 和 群 众 学 法 用
法，探索法律调解助力减少纠
纷之路。

“我们村成立了‘明伟老
娘 舅 ’ 队 伍 。 村 内 邻 里 纠
纷、环境问题及各类急事、
难事、烦心事，村民可向

‘老娘舅’寻求帮助。目
前，‘明伟老娘舅’已累
计调解各类纠纷 1000
余起，涉及金额 1000
多万元，成功率在
98%以上，基本做
到 了 矛 盾 纠 纷

‘不出村、不上
交’。”明伟村
负 责 人 告
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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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善治保驾护航

▲宁海县岔路镇下畈村村民到“法
治诊所”咨询法律问题。

▼宁海县下畈村小微权力36条发源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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