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化解“痛点、难点、堵点”

长寿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10月的长寿，气候凉爽

宜人，乡村活力勃发。作为
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平台和
重点场域，这里的广大乡村
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
化。田野、村社间，生动而
有序的场景随处可见，勾勒
出现代生活的美好画卷。

这是画卷，也是答卷，
记录着长寿区乡村发展治
理多年来的坚实足迹和丰
硕成果。近年来，长寿不断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聚
焦基层治理痛点难点堵点，
以村（社区）为重点，将提高
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水平为关键，创新建立“基
数加因素”“村民议事会”
“三级联动制”三个机制，以
小切口撬动基层治理大变
化，形成了具有共治梯次、
共建机理、共享格局的善治
工作链，在疏通乡村治理
“毛细血管”的同时，有效激
活了乡村振兴的“末梢神
经”。 2019年入选全国首
批18个农村公共服务典型
案例。

消除痛点
“基数加因素”，
让群众有条件能办事

今年国庆节刚过，在石岭村一条崭
新的进村主公路建了起来。全长660
米的新建道路，告别了过去弯道众多，
道路狭窄的问题，沿路600多户村民出
行变得更加便捷。村党支部书记王唯
一算账，“总共花了27万多元。”

这笔钱不仅建好了村里的基础设
施，也为村民建起了崭新的生活模
式。路直通到家门口，村民们纷纷告
别传统务农生活，忙着寻找赚钱的路
子。石岭村8组村民廖小播就是其中
的一例，道路的改建让他对发展养牛
产业更有信心了：“现在养殖场里已经
养了50头牛，路好了物料牲畜进出更
方便，接下来养殖场的蓄养规模将要
扩大到400多头。”

这些公共服务项目的启动和建成，
都得益于长寿区财政安排的村级公共
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

“该专项资金的出现，改变了过去
政府只抓大不管小的局面，为村民民
主决策民生急需项目提供了稳定的资
金来源和保障。”据长寿区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长期以来公共财政没有
覆盖到村及村以下，不但让基层公共

服务供给不足，同时也使得农村公共
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农民主体地位发挥
不够，这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痛点。

为消除这一痛点，进一步提高长寿
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促
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乡
村善治，该区在重庆市率先实施村级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试点，将村
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专项资金
纳入财政预算。并在资金分配标准上
实行“基数加因素”法，按村户籍人口、
村域面积等因素确定各村专项资金额
度，构建起“1+2+N（即1个基数、2个
主要因素和N个动态调整因素）”村级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专项资金投
入基本框架，实现了村民民主决策实
施的小型项目与政府主导实施的大型
项目有效互补，有效改善了村民的生
产生活条件。

而在今年，这一资金保障还在持续
加码。据长寿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1年，各村专项资金额度每村基
数增加到10万元，并增设“撤乡并镇时
被撤掉乡场镇所在的行政村”这个因
素，每个增加2万元，每年的资金投入
将增加至2676万元。

攻克难点
“村民议事会”，
让群众办想办的事

专项资金保障让群众有条件有底
气能办事，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群众办
想办的事？这是长久以来乡村基层治
理的难点。

“过去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上这个
问题上，就曾出现过群众意见很大，牢
骚很多的情况，就是因为没有发挥群
众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让村民
成了被动的旁观者。”在长寿区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看来，推动乡村基层治理
持续有效，关键在于让群众成为公共
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决策者。

为此，该区探索建立了“村民议事
会”制度，村民民主议事小组成员从村

民代表中产生，选举党组织书记任议
事会主任，议事会成员不超过20人，下
设议事小组，村支“两委”成员经推选
进入议事小组人数比例不超过10%。

“议事员”作为独立于村两委的村级民
主管理主体，职责主要是负责收集村
民对项目实施和资金安排的意见，通
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项目实施的先
后次序，并监督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
情况。当项目专项资金拨付到村里以
后，将由村支部、村委会、议事会三方
协商，初步确定项目实施次序，然后进
行公示并征求村民意见和建议，最终
由议事会讨论审定进入实施阶段。项
目决策和实施全过程，村民不再是被
动的旁观者，而是成为公共服务和社
会管理的决策者，办自己想办的事儿。

如今在这一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改革
的推动下，过去村干部“一锤定音”的局
面被打破，村民被推到了村级公共服务
和公共管理项目管理的台前。通过民主
决策、民主监督、民主评议三大过程，群
众自主、自愿、自治得到充分体现。

在邻封村，从今年2月拿到专项资
金到正式启动项目建设，2个月里，村

社干部、议事会成员和党员代表等走
遍了全村群众的家，征集专项资金使
用方案，召开村民议事会，在对村级公
共服务专项资金使用方案进行公开表
决后才实施。

同样一幕幕在长寿乡村的各个角
落上演。“保证最终实施的项目，都由
群众自行选择、执行、监督，是急群众
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的民生项目。”
这在长寿早已有共识。

疏通堵点
“三级联动制”，
让“群众说了算”的事真正办成

今年截至年底，邻封镇预计将联合
辖内10个村使用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
管理专项资金购买社工服务。按照每
个村不高于20%的资金可以用于村级
治理提升软实力要求，整个项目总资
金花费20万元，持续开展关爱留守老
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服务。
保家村、焦家村、青观村、三化村等10
个村项目内容，一分一角的费用支出，
都被张贴在了各村级公开栏中。

“原来村里的开支作什么用、怎么
用，咱老百姓也弄不明白。现在好了，
村里搞每个项目前都会先开会商议再
作决策、执行、公开，越看心里越明
白。”村民李福财在村务公开栏前，笑
着说。

项目实施群众参与，让老百姓尝到
了当家作主的甜头。长寿因势利导，
提高齐抓共管，共同参与力度，全面建
立起构建起区、街镇、村三级联动保障
机制。据长寿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保障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专项资金项目落到实处，该区成立了
区级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
项工作协调小组，由区政府分管民政
工作领导任组长，具体由区民政局牵
头，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区农业农
村委、区水利局、区交通局等相关部门
各司其职；镇街主抓落实的工作推进
小组，对各村工作程序、会议记录、表
决情况、项目验收实行全过程监督管
理；村组负责落实好民主程序、抓好质
量监管，确保项目稳步实施。并在项
目实施结束后，开展群众绩效评价、部
门联合抽查，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及时
整改和纠正，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确保
财政资金发挥应有的效力作用。

区、镇街、村三级联动保障之下，真
正实现了重心下移、权限下放，分工协
作、各司其职，让“群众说了算”的事真
正办成。截至去年底，长寿全区已累
计投入专项资金1.745亿元，实施村级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2856个，涵
盖全区19个镇街、221个行政村、4个
农村社区，累计召开村民议事会8235
次，建成生产便道2232公里、小型提灌
站244座、新建垃圾收集点31个，整治
农村环境158处，惠及群众51.2万人。

如今在长寿，群众的事，群众说了
算，群众的幸福，也由群众说了算！本
固才能枝荣，根深方能叶茂。随着乡
村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长
寿的广大乡村正凝聚起日渐强大的合
力，阔步迈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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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河镇保合村村民开展中秋节活动 摄/王亚明

凤城街道凤西社区开展的“爱同行，共成长”亲子沟通平行小
组活动 摄/余坪

·长寿长寿

为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按照我市疫情防控有关规定，10月26日，重庆市疾控中

心提醒有以下时段和地区旅居史（如下图）的来渝返渝人员，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及时向所在地社区

（村）、所在单位报告，按要求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为特定时段、特定空间高风险

时间

自9月23日以来

自10月2日以来

自10月3日以来

自10月10日以来

自10月15日以来

自10月16日以来

自10月17日以来

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甘肃省张掖市*、嘉峪关市*

内蒙古自治区

云南省瑞丽市

甘肃省兰州市、酒泉市

陕西省西安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北京市丰台区、昌平区

河北省保定市

甘肃省陇南市

贵州省遵义市

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

青海省海东市

时间

自10月18日以来

自10月19日以来

自10月20日以来

自10月21日以来

地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河北省邢台市

山东省日照市

湖北省天门市、甘肃省天水市、四川省自贡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北京市海淀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