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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黄 程
通讯员 罗秋玲 方 舟

自治：因地制宜，构
建全民参与模式

外漕村地处城郊，附近企业
众多，不少企业员工在村内租房
暂住，日常管理工作繁重。针对
这一情况，村干部意识到，引导
村民自治是必由之路。

外漕村是我市最早实行“村
民说事”的村庄之一，也是把

“房东管房客”“房客管房客”贯
彻到基层自治中的乡村，以全体
村民为说事主体，创新议事“1+
1 + S” 模 式 和 “ 一 事 一 听 ” 制

度，组织发动群众制度化参与农
村各项事务。在网格化管理基础
上，利用成熟的村民代表及党员
联户制度，及时收集社情民意，
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做好政策法
规宣传和重大事项传达工作。

对于关乎全村的重大社情民
意，外漕村定期组织村党员、村
民代表及网格长开展“村民说
事”工作，邀请相关部门代表、
人大代表来村“夜聊”，集中讨
论、研究村民反映的各类问题，
并根据本村农村权力清单及流程
图的相关事项进行处置。

法治：做精做细，打
出村级善治组合拳

每个月 5 号，外漕村格外忙
碌，三委会班子成员、农经站
长、村报账员和代理会计聚在一
起，逐条分析村级财务情况。外
漕村每月举办的“村级财务分析
会”在江北区属于首创，这为村
级财务管理加了一把“安全锁”。

在村规民约的制定运用上，
外漕村创新推行“一约二章三会
四单五事”工作法，吸引很多周
边村庄前来学习。一“约”指的是
村规民约牵头抓总，确立民主治
村“草根宪法”；二“章”是制定《党
员、村民代表联户章程》《外漕村
基层权力运行章程》，开通了民主
治村“高速公路”。

制度完善了，组织架构也跟
上。三“会”是通过党员大会
议、村民代表查、群众民主评，
把牢民主治村方向；四“单”是

正面清单、负面清单、激励清
单、服务群众清单，鞭策基层党
组织改进工作作风，打造民主治
村“战斗堡垒”；五“事”是党
内党外事、分内分外事、房前房
后事、家里家外事及村头村尾
事，配合党员红黑榜季度公开的
常态化考核，不断激励普通党员
提升服务群众的意识，达到自我
教育、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目
的。

德治：大刀阔斧，拼
出素质提升新模板

以道德伦理滋润乡村文化，
激发乡村振兴活力。外漕村以党
员远教课堂、村民道德讲堂、暑
期学堂为主要阵地，率先在江北
区设立农村“警网合作”点，与
江北交警大队深度合作，开展各
类法治教育宣传培训活动。

外漕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在江北区首创全村撤桶、上门收
集工作法，实现入户指导与投放

“无缝对接”。为提升村民群众自
觉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村党支
部牵头，定期开展“美丽庭院”
评选、优秀垃圾分类户评比等一
系列活动。

“村里成立了生活垃圾分类
监管小组，利用‘房东管理房
客’‘股份挂钩环境’等举措，
对分类不到位的，直接通报并扣
发分红，对做得好的住户公示表
扬，逐步培养村民的垃圾分类意
识。”外漕村党支部书记李根华
表示。

智治：数字赋能，开
创资产管理新模式

近日，外漕村出纳员郑佳静
通过电脑开具“农村二维码收
据”，只用时几秒钟。去年，全
省首张“农村二维码收据”就是
在外漕村经她的手开出的。

“以前手工开收据，碰上哪
天业务量较大，一整天都在写收
据，写到手痛眼花，还容易出
错 。 现 在 没 有 这 样 的 烦 恼 了 ，
只需输入付款方信息和款项内
容直接打印即可，群众只要通
过微信或者支付宝扫一扫就可
以完成支付，非常方便。”郑佳
静说。

二维码收据，是外漕村农村
集体产权数字化管理的一个小细
节。该村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一张图”
上，定期对财务收支、标准厂房
租赁、租金收取等数据情况以图
版二维码的形式公开，每一条资
产编码都一一对应，租赁地址、
承租单位、年租金等信息一目了
然，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
详细了解全部信息。

“这些资产，关乎每个村民
的钱袋子，以前想查看要到村
里，现在掏出手机扫一扫，随时
随地一清二楚，大家都放心。”
外漕村一位村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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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俞 雷 张力维

“感谢人大代表的督办，帮
我们解决了上下学校门口的拥堵
难题⋯⋯”上周，鄞州区东钱湖
镇高钱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钱洁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连连称赞。

今年 9 月新学期开学，高钱
小学接纳了东钱湖利民、仁达两
所 随 迁 子 女 学 校 的 16 个 班 级 、
700 多名学生，学生人数翻了一
番多，上下学时段校门口人流车
流集聚，周边道路拥堵不堪，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

东钱湖镇人大代表、高钱村
妇 女 主 任 史 娇 君 发 现 这 一 问 题
后，马上通过“钱湖督事平台”
向镇人大反映。东钱湖镇政府、
东钱湖镇人大主席团组织镇城建
办、社会事务办、交警中队、教
辅室、高钱小学、高钱村等多部
门联合商讨解决该问题。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这一问
题得到圆满解决：对从高钱菜市

场到学校门口的道路，上下学时
段 实 行 单 向 通 行 ， 交 警 现 场 指
挥，志愿者协助；下午 3 点半至
5 点期间，安排学生错峰放学；
将学校东边拆迁地块改建为汽车
停 车 场 ， 可 同 时 容 纳 60 辆 汽
车；学校西边专设家长电动车等
候区⋯⋯

据悉，包括解决高钱小学上
下学校门口的拥堵难题在内，今
年以来，“钱湖督事平台”通过

“线上+线下”等模式，已收集群
众反映的老旧小区改造、道路交
通、乡村振兴、企业生产等 8 大
类诉求和问题 505 个，其中 96%
的问题已得到解决。

畅 通 途 径 让 群 众 “ 有 处
说”。全镇 93 名市、区、镇三级
人大代表全部完成“亮身份、亮
履职承诺、亮履职实绩”，帮助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用新
技术渠道反映问题；每周二安排
人大代表集中接待，面对面倾听
群众诉求⋯⋯“我们广泛征集民
情民意，今年累计安排人大代表

进 站 445 人 次 ， 接 待 选 民 352
人。”东钱湖镇人大主席胡张法
说。

聚 焦 民 生 让 问 题 “ 透 明
化”。镇人大先后召开乡村振兴
座谈交流会 4 次，为俞塘村开发
建设出谋划策，今年 8 月俞塘宋
韵耕织园开园后，仅场地租赁费
每 年 即 可 为 村 集 体 增 收 30 万
元；对镇区内 23 个村的风貌环
境 进 行 督 办 ， 协 调 多 部 门 开 展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 成 功 助 力 “ 太
白 钱 湖 山 水 卷 ” 获 评 “ 省 级 城
乡县域 风 貌 样 板 区 ” ⋯⋯ 通 过
实 行 菜 单 式 督事，明确落实责
任 主 体 ， 定 人 定 时 定 质 落 实 ，
并 定 期 组 织 代 表 和 群 众 以 实 地
走 访 、 座 谈 、 调 研 等 形 式 ， 对
督 事 项 目 办 理 情 况 进 行 专 项 监
督，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万 金 社 区 一 度 面 临 野 狗 乱
窜、宠物随地大便等问题，激化
邻里矛盾。群众通过“钱湖督事
平台”反映问题后，镇人大代表
与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和居民

代表等多次召开文明养犬“共治
议事”会协商治理对策。

“我们制定了‘社区养犬细
则 ’， 详 细 规 定 每 户 准 养 只 数 、
犬只放养时间、狗狗排便处理方
式等内容，还在小区西侧临河绿

化 带 开 辟 了 ‘ 宠 物 行 道 ’。 目
前，社区犬类伤人、扰民事件基
本杜绝。”万金社区党支部书记
葛燕琴说，社区的文明养犬经验
做法后来还被 《人民日报》 等媒
体报道。

“钱湖督事”破解民生“关键小事”

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励林

“‘喵有爱’是我们开展的
‘青春党建’领办项目之一，实
施大半年来，已有 5 只流浪猫被
爱心人士领养，逐步缓解了小区
因流浪猫产生的环境卫生等问
题。”近日，海曙区鼓楼街道中
山社区党委书记汪红英对青年社
工余波领办的“喵有爱”项目夸
赞有加。

今年，鼓楼街道通过搭建
“导师帮带”平台，推出“再出
发”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布局

“清 凉 网 点 ” 等 12 个 “ 青 春 党
建”领办项目，引导青年干部关
注社区“关键小事”，用年轻视
角和创新方法为居民排忧解难、
促社区安全和谐，提升基层治理
的精细度和温暖度，目前累计帮
助解决基层难题 30 余个。

余波告诉记者，今年初，她
在联居的尚书小区发现，因为一
些居民的善意投喂，导致小区里
流浪猫数量与日俱增。这些流浪
猫白天到处“流窜”、深夜叫声
刺耳，还导致环境脏乱差。“发
现问题后，我第一时间在‘鼓楼
先锋名师工作室——青智青力先
锋小组’会议中与‘兴村治社’
名师作了交流，经商议推出了

‘喵有爱’项目，由我认领。”余
波说。

随后，在市社区领军人才汪
红英的领衔帮带下，余波开展了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从物居
业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到党建联
建单位共同出力；从制定“爱猫
不扰民”自治公约，到建立“猫
咪 档 案 ”、 整 治 流 浪 猫 的 定 居
处 ； 从 专 业 化 开 展 TNR （诱
捕-绝育-放归） 流浪猫行动，
到开展“领养代替购买”活动，

“喵有爱”项目迅速成为周边几
个社区取经的样板，原本热衷于
投喂流浪猫的居民也加入了项
目，“相信随着这一项目的抛砖
引玉，很多小区面临的流浪猫治
理难题将有更多解法。”余波说。

文昌社区“90 后”社工秦
赟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社区丧偶
老人群体，她与社区第五党支部
发起了“暖巢行动”项目。“走
访中，我发现刚丧偶的老人很容
易陷入孤独，更需要心理慰藉和
关爱。”秦赟说。

在小区党支部书记滕永妹的
帮带下，秦赟组织开展结对活
动，让支部党员志愿者定期拨打

“倾听十分钟”暖心电话，走进
丧偶老人这一群体，帮他们打开
心扉，扩大活动圈。目前，有
10 位老人受益于“暖巢行动”，
悲伤情绪得到缓解，开始调整生
活方式，培养兴趣，更愿意参加
社区活动，乐观面对生活。

针对辖区地处城市中心，空
间有限、老年居民多等特点，鼓
楼街道还组织 9 名“95 后”党员
干部成立“青智团”，充分发挥
青年人的创新创造活力，开展

“我为老城厢献一计”活动，为
基层治理出谋划策。

在孝闻社区西北街拆迁地
块，“青智团”建议社区做好拆
迁 的 “ 后 半 篇 文 章 ”。“90 后 ”
社工郑立发在线上线下征求居民
的意见建议后，组建了由 20 余
名青年党员组成的“新居帮帮
团”，放弃休息时间帮助老年拆
迁居民找房、看房，挑选合适的
安置小区，并帮助老人整理家
什、搬家。年逾八旬的独居老人
杨爱玲感慨地说：“这些年轻人
真的把工作做到了我的心坎里。”

海曙鼓楼：

青春力量
帮办暖心实事

高钱小学开辟电动车等候区错峰放学高钱小学开辟电动车等候区错峰放学。。（（王博王博 张力维张力维 摄摄））

江北区甬江街道外漕村，原是一个传统的粮菜种植混合村，曾是当地最贫困的村，一度仅靠一个养鸭场来增加
村级收入，被戏称为“老鸭生蛋村”。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外漕村以党建引领构建乡村民主治理新体系，积极
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制度活力，盘活资源资产，实现集体增收、农民增益，推动共同富裕。

励精图治，外漕村实现美丽跨越。如今，村级固定资产达到2863.95万元，年可用资金663.4万元，农民人均收
入46410元。近年来，外漕村先后获得国家首批绿色村庄、浙江省民主法治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等十几
项荣誉。

外漕村村口外漕村村口。。（（罗秋玲罗秋玲 黄程黄程 摄摄））

外漕村外漕村““村民说事村民说事””制度化推开制度化推开。。（（资料图资料图））

居民参与“喵有爱”项目领
养流浪猫。 （陈朝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