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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制度创新院
让野家乡人冶管野家乡事冶

“刘组长为家乡办了件大实

事！”在草林镇溪下村，村民对基

层治理指导员组长刘巳生交口

称赞。在带着 6名组员走村入户
调查后，刘巳生了解到圩口组通

组路至今没有硬化，他立即多方

协调筹措资金 6 万余元，让搁置
多年的通组路完成硬化。

今年以来，遂川县深入推进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改革，探索推

行党员领导干部回原籍村担任

基层治理指导员机制。党员干部

利用节假日返乡走亲契机“化

身”基层治理指导员，秉持“帮忙

不添乱、指导不越位”工作准则，

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

为了提升治理质效，该县建

立了“需求清单”机制，由乡镇统

筹各村梳理民生实事、矛盾纠

纷、信访化解、产业项目等领域

的“需求清单”，再由基层治理指

导员结合自身资源与人脉优势

精准领题，实现资源下沉、服务

前移、靶向破题。同时，根据基层

治理指导员人数，实行 1 人包
村、多人联组、重点区域结对攻

坚的“包村联组结对”工作机制

返乡开展工作，推动问题在一线

解决、成效在一线提升。

乡情治理院
用野家乡话冶暖野家乡心冶

“老张，上次你孙女发烧，是

老李连夜蹬三轮送的医；老李，你

家菜窖那年塌了，是老张带人帮

你挖出来的。远亲不如近邻，一点

过去的纠纷就算了吧……”黄坑

乡黄溪村的基层治理指导员钟志

花，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边

帮农户收稻谷边唠家常，成功化

解了几起“陈年纠纷”。

这样的场景已成常态。基层

治理指导员们创新运用“三土工

作法”———说土话、叙土情、办土

事，将政策宣讲融入“百姓屋场

会”“祠堂夜话”“晒谷场恳谈”等

乡土场景。

“他们懂我们的‘话调子’。”

雩田镇雩田村村民焦春香告诉

记者，有次两家人因宅基地闹矛

盾，基层治理指导员肖春明没有

讲法规，而是提起两家祖辈合伙

打井的往事。植根于共同记忆的

情感共鸣，解开了制度性调解难

以触及的心结。

数据显示，这种情感治理

模式带来的“化学反应”，让全

县涉农信访量同比下降 35%，
村民议事参与率从不足 40%跃
升至 69%。

效能提升院
以野家乡情冶促野家乡兴冶

“以前我们只会埋头种茶，现

在要学会抬头卖茶。”高坪镇水口

村茶农张春桂笑着告诉记者。

原来，前段时间，县茶产业

发展中心下派水口村的基层治

理指导员陈盛畅，发现村里的优

质高山茶长期面临“好茶卖不出

好价”的困境。于是，他请单位重

新进行设计包装，突出“高山有

机”特色，并邀请从事电商行业

的同学回乡开展茶叶电商培训，

从手机支架摆放、灯光调试到话

术设计，每个环节都现场示范。

短短 2个月，水口村就涌现出 10
多个活跃的村民直播账号，线上

销售额突破 5万元。
“党员领导干部回原籍村担

任基层治理指导员机制不仅化

解了矛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

‘一池春水’。”遂川县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鼓励基层

治理指导员充分发挥人脉广、视

野宽、资源多的优势，成为家乡

振兴的“联络员”和“助推器”。

为巩固成效，该县还建立

“双述双评三挂钩”考核激励机

制，基层治理指导员定期向乡镇

党委和原籍村党员群众述职，并

接受双向评议，评议结果与单位

绩效考核、个人晋升、评先评优

直接挂钩。同时，建立“问题销

号+成效回访”闭环机制，确保群
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落实、事事

有回音。截至目前，该县基层治

理指导员领办的 290 余件民生
实事办结率达 96%，群众满意度
超过 98%。 渊据叶江西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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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回乡探亲冶到野返乡治村冶
———江西遂川县创新党员领导干部回原籍村治理机制观察

野老表袁 祠堂里的长凳还留着我们当年刻的 耶三八线爷
呢浴 冶在遂川县珠田镇南村村的野百姓屋场会冶上袁基

层治理指导员袁冬梅一句俏皮话袁瞬间让气氛活跃起来遥 这场在
祠堂里召开的议事会袁没有主席台袁没有发言稿袁20多名村民围
着圆桌坐成圈袁用乡音俚语讨论村务袁不时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遥
这样的场景袁正在当下的遂川不断出现遥 该县 628名党员领

导干部告别野回乡探亲冶的轻松模式袁以基层治理指导员身份投身
野返乡治村冶实践袁在基层找到了施展拳脚的野大舞台冶袁形成了野小
事不出村尧大事共商议冶的善治新格局遥

盛夏时节，甘肃省兰州市永

登县苦水镇，万亩玫瑰田如粉色

绸缎铺展在黄土高原，馥郁芬

芳、香飘醉人。这个以玫瑰闻名

的小镇，紧扣“玫乡田字型”治理

模型，驱动“治理+产业”双轮并
进，正迸发着共治共享蓬勃脉

动，蹚出一条“服务暖、玫瑰香、

治理优”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网格扎根玫乡，服务滴灌田

垄。“现在有啥难处，网格群里说

一声，党员干部立马就到田里头

来解决。”苦水镇上新沟村花农

施耀东点赞的“网格群”，正是该

镇党建引领“田字型”基层治理

的鲜活注脚。2025年 3月，上新
沟村花农施某将其承包地水渠

冲毁玫瑰田的视频发送至网格

群，网格长闻讯即动，启动“镇

抓、村战、网格应”机制，联合镇

农业服务中心、村委会火速成立

专班，通过“工程修复+经济补

偿”方式，现场评估定损，及时抢

修维护，既排除了灌溉隐患，又

兜住了花农的“钱袋子”。

近年来，苦水镇深耕“田字

型”基层治理体系，科学优化 103
个全科网格，横向贯通“镇-村-
社”三级治理架构，纵向按照“1+
4+X”模式，将党员、民警、干部、
退役军人等力量“融网入格”。依

托“一亲三心”“进万家、访民情、

化矛盾”等活动，直插一线解民

忧，用心用情化矛盾，高效办理

灌溉设施、土地纠纷等民生关切

124件，平均响应时长缩至 3.6小
时，真正跑出了“接诉即办”加速

度，传递出“为民服务”真温度。

法治深耕沃土，蔚蓝护航花

开。在苦水镇“520玫瑰节”热闹
的普法摊位前，一排排法律条文

展板格外“接地气”，旁边配着朗

朗上口的“花谚”：“签约不规范，

花败空折枝！”这个将合同法译

成“玫瑰语言”的妙招，引得花农

们纷纷驻足咨询。“多亏你们送

法上门，帮咱避开风险，现在发

展底气更足了！”玫瑰企业主对

穿梭在田间的政法干部竖起拇

指。节日期间，永登政法力量下

沉地头，为花农和小微企业量身

打造普法“套餐”，内容涵盖土地

流转、采摘加工、销售维权、品牌

保护等玫瑰产业全链条，这种

“精准滴灌”，即为经营主体“培

土固根”，又增强了花农“风险免

疫力”。

永登政法单位主动靠前，组

建“三官一律”服务团，聚焦玫

瑰、炭素等特色产业，深化一站

式诉讼，畅通涉企“绿色通道”。

通过定期走访、“法治体检”、座

谈问需，变企业“需求清单”为司

法“履职清单”，积极提供“点餐

式”服务，精准把脉风险，共绘法

企“同心圆”。今年以来，已帮助 5

家玫瑰企业审查合同 30 份，提
供知识产权咨询 12 次，全力筑
牢风险“防火墙”，高效护航产业

提档升级。

在苦水镇，“柔性力量”为基

层治理添彩，由乡贤、“五老”组成

的“和玫调解”队，用“泥土味”“乡

音方”高效化解邻里纠纷 18起；
旅游旺季，志愿者化身“护花使

者”，在景区入口、田埂地头开展

文明劝导，妥善处置游客纠纷 25
起，劝阻违规停车、踩踏花田等不

文明行为 38起。更可喜的是，村
民从“旁观者”变“主人翁”———通

过“和玫议事会”平台，农户自发

将玫瑰元素融入庭院美化，“家

家栽玫瑰，院院飘芬芳”，以“庭

院小美”共筑“乡村大美”。

治理精细化，撬动大振兴。

苦水镇以综治中心为“枢纽”，

网格为“基石”，联户为“末梢”，

持续优化“一中心一张网十联

户”机制，创新推行“十联工作

法”（社情民意联排、安全隐患

联防、矛盾纠纷联调、重点人员

联管、政策法规联宣、致富项目

联建、困难家庭联帮、邻里互助

联动、环境卫生联治、文明新风

联树），不断激发村民自治活

力，使“爱护玫瑰田、守护家乡

美”蔚然成风，助力 7 个行政村
风貌焕新，“水润玫香”示范带

高标准建成，这种创新治理模

式不仅释放了玫瑰产业“金色

效益”，更织就了和谐有序的

“和玫善治”新图景。

如今的苦水镇，万亩玫瑰田

既是致富田，也是治理实践田。

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从“分

散治理”到“联户共治”，这片土

地生动诠释了产业与治理的美

美与共，为乡村振兴绘就了一幅

共建共治共享的瑰丽画卷。

渊据人民日报客户端冤

甘肃永登县院玫乡深耕野田字格冶袁治理花开产业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