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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党建+网格——用好乡村治理“融”字诀

要 把 “ 一 团 乱 麻 ” 拧 成 一 股
绳，需要几个步骤？

2006 年，47 岁的陈沸沸在慈溪
崇寿镇傅家路村走马上任时，就面
临着这个问题。

彼时，傅家路村刚刚完成四个自
然村的合并。小村观念、大姓家族、
数量众多的新村民⋯⋯每一个关键词
背后，都是制约村庄发展的一连串难
题。戴着贫困村的帽子，过着“脏乱
差”的日子，整个村上下一团乱麻，
千头万绪不知从何下手。

同样的困境发生在 20 公里开外
的余姚泗门镇谢家路村，村里的老
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四村合并
后，人口从 800 余人增加到 4000 余
人，但村干部只有十来个。村干部
说话没人听，大家各执一词，小矛
盾都要拖上十天半个月才处理。”

如何把“一团乱麻”拧成一股
绳？在傅家路村，陈沸沸经过深思
熟虑后，做起了“头雁引领，网格
化管理”的文章。让“田字格”排
布的四个自然村“各自为政”？不
成。为了打破“小村小片算小账”
的局面，陈沸沸将傅家路村纵向划

分为多个长条形片区，下设若干网
格和先锋户联站。

片区长和网格长谁来当？除了
挑 选 本 村 有 威 信 的 老 村 民 当 “ 头
雁”以外，陈沸沸还将名额分配给
来 自 不 同 省 份 、 不 同 民 族 的 新 村
民，从中挑选有影响力、有文化且
通情达理的青年。

在谢家路村，“拧绳”的责任则
落到了一个个“前哨党支部”上。

谢 家 路 村 党 委 书 记 唐 华 军 介
绍 ， 为 了 提 升 合 村 后 村 民 的 凝 聚
力，当时的村党委在村内 200 多名
党员中，选取威望较高的部分党员
户家庭设立党教点。此后，星罗棋
布的农家小院就成了党组织密切联
系群众的场所。

后来，一座座农家小院拥有了
新的名字——“前哨党支部”。“前
哨 ” 二 字 ， 是 党 员 服 务 群 众 的 前
哨，是化解矛盾纠纷的前哨，更是
村民凝心聚力建设村庄的前哨。党
旗之下，每名党员联系 6 户左右非
党员家庭，村民间的融合就从这一
个个“最小单元”开始，最终拧成
一条结实的“绳”。

抓 网 格 ， 抓 的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神经末梢”。将区域科学划分成一
个个网格，让服务和管理渗透到每
一个“最小单元”之中，破解基层
治理中外来人口倒挂、村民难以达
成 共 识 等 难 题 ， 实 现 “ 人 在 格 中
走，事在格中办，难在格中解”。

抓党建，抓的是乡村高质量发展
的不懈动力。“前哨党支部”等模式真
正实现“组织建在网格上，党员融入
群众中”，让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渗透至每家每户，让惠农助农政策、
各类资金资源精准触达基层。

抓“头雁”，抓的是让所有村民

共享发展成果。选优配强“头雁”，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带
领村民接纳新观念、拥抱新事业，
引领他们从“对着干、看着干”到

“跟着干、带头干”，共同推动“村
强民富”的美好愿景走进现实。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2019 年 3 月，经崇寿镇党委牵
头，傅家路村与邻近的傅福村、健民
村共同成立片区联合党委，将“融”
字诀向周边推广；无独有偶，谢家路
村的“前哨党支部”也在余姚市产生

“裂变”，目前，该市已建立农村、社
区“前哨党支部”千余个。

“农民是‘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必须
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村庄整治的
规 划 和 建 设 方 案 都 应 经 过 村 民 讨
论、民主决策，切实防止刮风，切
忌强迫命令。”

这是 2003 年召开的浙江省“千
万工程”启动会上，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的谆谆嘱托。

21 年后的今天，村民议事的激
情和热情，洋溢在宁波的一个个未
来乡村中。

“让村民‘议出成效’，既是村
民 议 事 的 最 高 纲 领 ， 也 是 最 低 纲
领。”这是慈溪周巷镇万安庄村党委
书记宋华忠的切身体会。

宋华忠刚上任时，万安庄村是
典型的“后进村”。短板、缺陷一点
就明，但村里迟迟干不出实效，问
题出在哪儿？

“开村民代表大会，5 分钟就散
场，没人拍板，也没人敢负责。一次
又一次，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消磨
殆尽。”宋华忠找到了问题关键。

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永远是
每一个村民。为了重新唤起村民议
事的信心，宋华忠挨家挨户走访，
了解村民心结，疏通工作的“卡壳
点”。他还雷厉风行地在 12 天内完
成 村 环 境 整 治 ， 把 问 题 清 单 变 成

“合格答卷”，只为证明“这届班子
能成事”。

如果说让村民主动议事是起跑
线，那让村民便于议事则是漫长的
跑道。如何打通“最后一米”？调研
中，我们看到一个个未来乡村正在
上下求索。

聚焦“在哪议”，议事载体更多元。
改变“有事没事会议室”的传

统 模 式 ， 这 些 未 来 乡 村 在 田 间 地

头 、 村 广 场 等 群 众 常 去 的 “ 唠 嗑
点”“歇凉处”，就近、就便构筑议
事阵地，让班子“沉下去”，把群众

“请上来”。以谢家路村为例，村里
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小板凳”村民
说事亭。过去一年间，在亭中，村
民“议”出了灯光篮球场、村级效
益共享充电站等一系列民生关切之
事。

聚焦“谁来议”，众家之事众家管。
设立村民议事会，引导党员、村

民、致富能人、少数民族骨干等代表
参与农村建设，推动村集体“三资”管
理、村级项目建设、人居环境提升等
村集体事务公平公开、科学实施。在
傅家路村，村干部还凭着对“众家治
村”理念的坚持，着力打通村民议事
的“最后一米”。“傅家路村的每一件
大事，我们都保证政策到户、开会到
户，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村

党委书记陈沸沸说。
聚集“议得好”，智治赋能提质

效。
各村依托数字综合指挥中心、

“数字乡村一张图”等智治应用系
统，设立“云上议事厅”，村民可全
时段、全天候在线提出议题，解决
了线下议事时空受限制、后续监督
不足等痛点。谢家路村就把“小板
凳”工作法推上了“云”——在 2.0
版本“智慧板凳”中，村民通过手
机一键报忧喜、谈看法、提意见，
党员干部则可一键反馈解难题，村
民议事蔚然成风。

“无论是‘智慧板凳’还是‘众
家治村’，归根到底是要建设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
理共同体。‘良制’搭配数字化，为

‘千村未来、万村共富’铺就‘善
治’底色。”戴志伟说。

B 良制+智治——打通村民议事的“最后一米”

C 德治+法治——奏响共荣共创的协奏曲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
治”的有效途径。

若要问宁波北部湾区这三个未
来乡村与其他村庄的最大区别是什
么，那答案是：它们已经拥有了融
合的基础、自治的底色，进而擦出
了“德治+法治”的光亮。

何谓“未来”？浙江省政府出台
的指导意见中这样描述：主导产业
兴旺发达，主体风貌美丽宜居，主
题文化繁荣兴盛——

无一字提及“人”，却又皆是人的
作为、人的感受、人的“文章”。记者在
调研时发现，在这些未来乡村中，德
治、法治堪称“方向盘”“压舱石”，引
导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向着共同
富裕这一大同之梦携手前行，奏响共
荣共创的协奏曲。

行船稳不稳，全看“方向盘”。
在傅家路村文化礼堂等文化阵地及
公园等公共区域，该村首创的村规
民 约 “ 三 字 经 ” 摆 在 最 显 眼 的 位
置。结邻居，是缘分，有纠纷，互
包容⋯⋯228 个字，通俗易懂、朗
朗上口，已成为傅家路村全体村民
遵守的“众家”规约。

透过村规民约“三字经”，我们
看到了德治带来的“向心力”。

万人村，民族多，心相融，一
家亲——来自贵州的苗族小伙吴通
文 因 多 次 在 村 级 篮 球 赛 中 表 现 优
秀，被推举为村业余篮球队队长，
也被少数民族同胞认可为新乡人的
代表。在这里，他找到了存在感，
也有了获得感。

村在上，民为大，公在先，家
是根——今年 4 月，傅家路村乡贤

马洁洁向村文化礼堂捐赠了革命烈
士魏尧根同志的烈士证。记忆里的
村 规 和 家 训 ， 叮 嘱 她 “ 根 ” 在 这
里，这也是她将祖辈的烈士证送回
家乡的原因。“对于回家的渴望，祖
辈一定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马洁
洁说。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德治铺就的底色，也为法治夯
实了地基。

在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万
安庄村，法治文化阵地被搬到农民

“家门口”。法治公园和村道上随处
可见的法治漫画和标语，让村民抬
头见法、驻足学法，最终心中有法。

“提高农民的法治素养，是法治
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村党委书记
宋 华 忠 告 诉 记 者 ， 破 除 “ 权 比 法
大”“信权不信法”“信人不信法”

等传统观念，抓阵地建设、抓精准
普法最行之有效。如今，村里多了
一些“懂法人”，少了一些“糊涂
事”，身边人影响身边人，身边人带
动身边人，“法治之花”生机勃勃。

“ 事实上，在新时代乡村治理
中，单一的自治、法治或德治，都是
行不通的。只有有效推进‘三治融
合’，才能真正发挥三者功能互补的
最大效能，真正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
的‘善治’目标。”戴志伟表示。

“方向盘”在手，“压舱石”在
胸，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协力
扬帆，未来乡村建设的轮船才能行
稳致远。而它们的经验和启示也将
激励着一个个“后继
村 ”， 奏 响 属 于
自 己 的 “ 善
治”谐乐。

未来乡村调研行·兴村六策②

崇寿镇傅家路村景貌崇寿镇傅家路村景貌。。 （（卓松磊卓松磊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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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北翼的湾区

之上，一个个乡村有着

共同的特征：

北临七塘江的崇寿

镇傅家路村，来自18个

少数民族的同胞在这里

安家；四塘江横穿而过

的泗门镇谢家路村，拥

有占常住人口45%的外

来人口；北靠三塘横江

的周巷镇万安庄村，新

村民比例更是接近一半。

村民组成复杂——

这是宁波北翼自唐宋时

期就留下的“痕迹”。滩

涂之上，古时人们围涂

筑塘，而今人们建城兴

业。五湖四海的“拓荒

者”集聚于此，为乡村

注入新活力，也带来棘

手的管理难题。

如何把天南海北的

兴业者与村庄紧紧连接

在一起？如何打破隔

阂，让“村事”成为新

老村民共同商议的“家

事”？如何让不同身份、

背景的乡贤、企业家、

青创客携手并进，成为

乡村共富路上的“同行

者”？傅家路村、谢家路

村、万安庄村曾经面临

的难题，如今也正困扰

着全市其他乡村。

为了从“先驱者”

身上寻得答案，迎着夏

日暖风，记者走进宁波

北部湾区这三个典型而

各异的未来乡村，为你

解码这首乡风浸润下的

“善治”谐乐。

调研组成员：张伟方 俞永均
孙吉晶 张凯凯

执 笔：张凯凯

未未来来乡乡村村调调研研行行

“小板凳”村民说事亭。 （余姚谢家路村供图）

【上接第1版】
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化学气

相沉积 （CVD） 装备已十多次更
新 迭 代 ， 实 现 国 产 替 代 ， 公 司
CVD 大单晶金刚石生产规模位居
全国第一，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实现了用“硬科技”把钻石

“种”在了流水线上，推动我国金
刚石产业链跨入国际金刚石应用高
端市场。

“从成立之初核心团队仅数人，
到如今拥有员工 500 多人、生产设
备目前超过 1000 台，宁波‘天使’功
不可没。”该负责人说。

锚定重点产业领域，孵化培育
“硬科技”力量。这是市天使投资引

导基金成立运行的使命所在。
10 多年来，宁波充分发挥天使

投资作用，紧跟全市新兴产业发展
战略布局及创投趋势，重点布局高
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等我市优势产业领域，投资项目
累计占比 78%。

同时，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不断
加大对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及新能源等成长型科技企业的投
资比重，通过股权融资、政策扶持、
投后服务等环节，帮助企业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的研发瓶颈，推进产业
链上下游融合，推动重点领域强链、
补链、延链，不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

一份创新
宽容失败、让渡收益，

打造天使投资之城

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本身就意
味着高风险。

面对财政资金“保值增值”、投
资“不容有失”要求，坚持投早投小
的天使投资基金，如何摘掉投资盈
亏“紧箍”？

“既然是天使投资，就不能怕失
败。”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说。

“大力营造‘崇尚创新、宽容失
败’的天使投资氛围。”宁波明确，对

于已履职尽责的投资项目，如发生
风险造成投资损失，决策机构、管委
会办公室、基金公司等可不承担相
关责任。

摘掉“紧箍”，不代表“零门槛”。
为此，市科技和市财政部门联

合制定了天使引导基金考核标准，
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和创新型
初创企业成长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针对初创科技企业普遍特征，
基金公司以技术先进性、市场前景、
商业模式等作为衡量指标，构建了
一套有别于传统金融机构以财务衡
量指标的评价体系，确保每项投资
做到科学合理、尽职尽责。

如今“订单不愁，愁产能”的超

丰微纳，2019 年落地奉化区时，由
于前期缺乏战略方向和资金，发展
却是一直不温不火。

正是基于宽容失败的理念和科
学投资评价体系，基于公司掌握激
光显示领域的核心技术，2021 年，
天使引导基金跟投了超丰微纳 200
万元。两年后，该公司实现倍增式发
展，产值超 4000 万元，成为当地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

“小成本”撬动“大投入”，关键
还要借力。

“对高风险的早期项目，社会资
本通常持币观望。要跟进投资，需要有
社会投资机构（人）领投。”宁波市天使
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为此，天使引导基金采取了让渡
收益的办法。

宁波明确，天使引导基金投资项
目退出时，若有收益，净收益会按照一
定比例让渡于领投机构（人）。同时，天
使引导基金与领投机构（人）共同承担
投资风险。

让渡收益，基金升级。去年底，宁
波再次升级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增
加基金规模，提高出资比例，放宽子基
金返投要求，探索种子直投，加大初创
跟投支持力度⋯⋯3.0 版天使引导基
金，在业界引发关注。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更多社会资本
投资科技、投资创业，将宁波打造成‘天
使投资之城’。”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说。


