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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巴中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宜居宜业乡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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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平昌县驷马镇双城村，一辆

辆汽车驶过，游客络绎不绝。

“一到节假日，我们村的民

宿床位几乎都是满的。”双城村

党支部书记周银平说。

双城村是著名油画家罗中

立的写生创作地。平昌县规划实

施“巴山美村·父亲原乡”项目，

把双城村打造成集民宿、艺术、

民俗、美食、娱乐于一体的乡村

旅游集散地。

山还是原来的山，水还是原

来的水，但生活在山水间的人，

靠着村庄变景区、农房变客房，

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成了远近

闻名的“网红村”“示范村”，也成

为巴中有效推进“三区同建”的

一个缩影。

金秋时节，在柳林镇海山

村优质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沃

野处处丰收忙。海山村不仅是

现代农业园区，还配套打造了

各种景观，通过无轨观光小火

车将一系列田园景观串点成

线、连线成片。

巴中先后与浙江丽水、金华

建立东西部协作关系，认真学习

借鉴两地“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经验做法，统筹生产、生态、生活

空间布局，推动园区、景区、社区

同步规划和建设。

目前，巴中累计建成巴山

田园综合体 86 个，带动建成国
家级现代农业园区 1 个、国家

级农业科技园区 1 个、省星级
园区 5 个。

产业融合发展
助力村民致富

通江银耳（食用菌）现代农

业园区，一排排整齐的菌棒上盛

开着一朵朵洁白的银耳。种植大

户龙方荣和工人们一起，正小心

翼翼地将银耳从菌棒上摘下，放

入篮中。

“今年银耳的长势非常好，

我们已经摘了六七次，预计年收

入 10万元左右。”龙方荣现年 43
岁，是通江县陈河镇陈家坝村有

名的种植大户。

据介绍，园区以通江银耳、

羊肚菌为主，实施“粮+菌”轮作，
种植面积 12 万亩，2022 年入选
四川省四星级现代农业园区。

巴中在产业园区植入休闲

观光、农耕体验、生态采摘等业

态，依托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

资源举办活动，引导农民发展主

题民宿等，带动 2万余户群众吃
上旅游饭。

走进南江县赤溪镇西厢村，

村居墙上一幅幅色彩绚丽的画

作栩栩如生。半山腰上，一栋栋

透明玻璃顶的尖顶小木屋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这里正是远近闻

名的星空民宿。目前，村里年旅

游营业额已突破 2000 万元，村
民就近就业 150余人，户年均增
收万余元。

“西厢村还在探索研学旅新

型农业发展模式，种植以青钱柳

为主的中药材 3000亩，建成茶叶
优质原材料供应基地 500余亩，
实现年产值 1500万元，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 50余万元。”西厢村党
支部书记张培军介绍。

改善乡村治理
提升乡风文明

雨后的巴州区化成镇赵家

湾村，10余名老年人正在日间照
料中心看书写字；隔壁房间，七

八名小朋友正在拼搭积木。

赵家湾村是化成水库移民

重点安置村，在过去，社区管理

一直是困扰当地的一大难题。村

里加快建设新型社区、配套建设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我

们开展‘美丽村庄’清洁行动，整

村推进‘厕所革命’，并修建了便

民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文化

卫生室等公共设施。”化成镇党

委书记周理君表示，如今民房变

民宿、庭院变花园，村民们的日

子更舒坦了。

前不久，在恩阳区下八庙镇

石桥村，村规民约修订讨论会召

开。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畅所

欲言，分别从环境卫生、遵纪守

法、移风易俗等方面，提出具体

意见和建议。

“乡风文明建设是我们村努

力的重要方向。通过走访村民、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等，村里制定

了符合发展实际的村规民约。”

石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毅介绍。

文明新风也吹到了平昌县

金宝街道。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

记张堋介绍，金宝街道完善新型

社区治理机制，实施“网格管

理”，推行“党支部+村民说事
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改善乡村治理，提升乡风文

明，巴中各地不断探索。巴州区

成立宣讲团，以宣传法律法规、

讲解惠民政策、倡导文明新风等

为主要内容，说身边人、讲身边

事；南江县率先探索实施“乡村

道德银行”，将律己守法、移风易

俗、清洁卫生、创业创富、敬老爱

亲等作为考评量化依据；平昌县

开展“星级文明户”创评、道德模

范选树，推进移风易俗，汇聚向

善向上正能量。

（据《人民日报》）

萌发于浙江绍兴诸暨枫
溪江畔的 “枫桥经验”

历久弥新，绽放时代生命力。 近
年来，绍兴扛起发源地的使命担
当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
验”， 不断探索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成效。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基层治理

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枫源

村村道两侧墙壁上，28条村规民
约赫然深刻，村里每家每户还存

有纸质版。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等

程序，这里以规约方式涵养文明

乡风，其中蕴含着基层协商民

主、法治成长的巨大空间。

“以前村里很多事办成需要

靠人，现在得依‘法’。”枫源村党

总支书记骆根土介绍，村里所有

村级重大事项都严格按照程序

公开办理，由村里的法律顾问参

与，这样村里的矛盾少了，村民

的满意度高了。

注重深化村级自治，绍兴发

布《村规民约制修订工作规范》

省级地方标准，出台《关于加强

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形

成如越城“五邻社”联合会、诸暨

“三上三下三公开”“三事分议”

等实践成果。

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进程中，绍兴近年来加强运

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不断推进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记者了解

到，绍兴全面总结当地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特色亮点，

将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群众

认可、操作性强的做法上升为法

规条文予以固化，于去年 11月 1
日正式出台实施《绍兴市“枫桥经

验”传承发展条例》。

作为传统产业经济大市，近

年来绍兴推动产业从老“三缸”

到新“三片”的转型升级，涉企涉

商涉外矛盾纠纷日益突显。当地

政法单位以“法护营商”为主题，

以改革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

助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是

全球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纺织

品远销至 192个国家和地区。为开
辟商业纠纷化解“专业跑道”，中国

轻纺城法庭于 2020年 11月挂牌
运行，成立了“知产、涉外、市场”专

业化审判团队，为市场 3万户经营
户提供下沉式服务。

坚持依靠群众构建基层治
理共同体

2008年，诸暨市枫桥派出所
民警杨光照带头组建“老杨调解

工作室”，投身于矛盾纠纷的防范

化解工作中。2010年退休后，他以
人民调解员的身份继续投身调解

工作，工作室升级为“老杨调解中

心”，逐渐成为浙江省司法行政系

统的知名品牌调解室。

从一个“老杨”，到一批“老

杨”。2020年 9月，诸暨市法院、
诸暨市司法局联合组建“天平调

解工作室”并入驻诸暨市社会治

理中心。30 位调解员中，17 位
“老将”是从退休法官、检察官、

警官、司法行政等人员中择优选

聘，13 位“新兵”来自各行各业、
具有扎实法律基础。

“枫桥经验”来源于群众，传

承发展依靠群众。绍兴紧紧扭住

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让群众

在矛盾纠纷化解、基层社会治理

中唱主角，坚持群众是基层社会

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最大受益

者、坚定支持者。

构建多元共治体系，拓展多

元共治路径。以让群众矛盾纠纷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为目

标，绍兴依托县镇村三级社会治

理中心（站点），建强矛盾化解

“一站式”平台，按照“一站式受

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要

求，织密建强矛盾纠纷化解体

系，整合相关解纷平台和力量，

形成“10%化解在县、30%化解在
乡、60%化解在村”的解纷格局。

为了切实强化村社站点治

理能力，绍兴推动在原村级综治

中心和人民调委会基础上，吸纳

法律顾问、“两代表一委员”、乡

贤、志愿者等力量充实村级社会

治理工作站。

记者了解到，依托 103个镇
街公共法律服务站和人民调解

委员会，绍兴广泛建立基层行政

争议化解工作站，将行政争议调

解中心搬到一线村社，将 617件
行政诉讼纠纷化解在诉前。

擦亮基层治理创新
三张“金名片”

金佳虹是绍兴市柯桥区平

水镇党政办主任，也是宋家店村

驻村指导员。两年多以来，这位

城里姑娘村里跑得多、村事管得

牢，为村里带来新气象，比如拍

摄了一组山村写真为村子带来

流量和效益，还牵头组建党员服

务队、村级物业强村公司等。

20年来，绍兴全市累计选派
19批、3.6万余名机关党员干部，
下沉到 1771个村担任驻村指导
员，助力乡村“千万工程”、现代

社区建设等。这项制度还不断丰

富内涵和外延，从乡村走进城市

社区、进厂入企，演化为“三驻三

服务”制度。

记者了解到，驻村指导员制

度、民情日记及社区共建，是绍

兴在传承发展“枫桥经验”过程

中探索形成的将党建组织优势

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的三项有

力举措。

走进绍兴市越城区洞桥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棵“共建树”

上面已经结出了 30 多个“果
子”。这是该社区 30多家共建单
位先后派出 68名兼职网格员参
与网格治理的服务成果。

“希望这棵共建树越来越

‘茂盛’！”洞桥社区党委书记陈

芳芳介绍，社区每年精心推出服

务居民的十件家事中，多数是由

网格党组织与共建单位党组织

党建联建完成。

目前，绍兴市越城区村社签

订共建项目 2.8万余个，落实共建
资金 3.9亿多元；5万多名党员到
村社、网格报到，党员报到率和活

动覆盖率达 98%以上；党员干部
参与服务活动 50余万人次，解决
群众各类问题 5.2万余件。

绍兴市委组织部介绍，通过

深化现代社区建设打造城市版

“枫桥经验”，破题融合型大社区

大单元治理模式，当地试点红色

业委会推进三方协同共治，实现

物业纠纷同比下降 40.3%。
（据新华每日电讯）

续写基层治理创新篇章
———浙江绍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观察

从巴万高速清江收费站驶出，巾字村便跃入视野，青瓦白墙
的巴山新居错落有致，宽阔平坦的道路通向家家户户。

“以前下雨，在羊肠小道上走一趟，鞋子就糊成了泥巴坨。 如今水
泥路穿村而过，村民住新楼，家门口就业，日子越过越好。 ”四川省巴中
市巴州区清江镇巾字村党总支书记李国军感慨。

从一村，观全域。 2016 年，巴中市委、市政府提出“三区同建”，即
在城市实行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城市新区“三区同建”，在农村实行
产业园区、田园景区、新型社区“三区同建”，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
新路，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